
Pure Land Buddhism
【贈 閱】雙月刊   第 43 期    民國 109 年 3 月出刊

信受彌陀救度

專稱彌陀佛名

願生彌陀淨土

廣度十方眾生

宗   
旨

March . 2020



淨土宗宗祖　善導大師畫像



中國淨土宗  十五位祖師

初　祖——慧遠大師 

二　祖——曇鸞大師 

三　祖——道綽大師 

四　祖——善導大師 （宗祖）

五　祖——承遠大師 

六　祖——法照大師 

七　祖——少康大師 

八　祖——延壽大師 

九　祖——省常大師 

十　祖——蓮池大師 

十一祖——蕅益大師 

十二祖——截流大師 

十三祖——省庵大師 

十四祖——徹悟大師 

十五祖——印光大師



5 【宗學理論】 淨土宗帶三法數｜釋慧淨

60 【法義闡釋】 求道的標誌｜釋慧淨

68   如何從佛法來看待和應對當下疫情｜釋淨宗（中英對照）

85   如何看待佛教眾多不同的經典｜釋智隨

89   善導大師說：佛出世只為一件事｜釋宗道

95 【淨土宗妙喻】 不請之友：志工四喻｜釋慧淨

96 【淨土常識】 方便與真實‧門餘大道‧極樂淨土之真相

101 【問答釋疑】 《維摩經》說成就八法往生淨土，為什麼沒有念佛？

103 【修學園地】 念佛生福慧，子孫出賢才──慧淨法師春聯解讀

   ｜黃打鐵

108   這場疫病，讓我聽見來自靈魂深處的暴擊五連問！

   ｜笑笑

117   光明之約｜佛故居士

118 【淨土宗藝術】 反彈琵琶說救度：「觀經變相」賞析｜釋佛欣

124   今夜故人來不來　教人立盡梧桐影

   ｜老土讀畫（中英對照）

目 錄



126 【念佛感應】 父親帶小女孩遊極樂｜麥心怡

128   三歲娃遊極樂｜普晗居士

130   小佛子的三次佛夢｜佛倩居士

132   SARS 念佛　菩薩結界（附：淨宗法師按語）｜邱光盛

135   臨終昏迷　佛亦來迎｜美滿

138   念佛化解極重苦　彌陀消業接往生｜釋淨稱

141   殊勝的紫金佛光｜陳春宏

143 【漫畫專欄】 龍樹菩薩傳（二）

148 【因果紀實】 啞女遇鬼｜陳勝福

149   詆毀神靈得惡報｜林法玄

151 【環保慈善】 懷孕母牛屠場赴死    三步一跪淚眼求生｜摘自網路

152   淨土宗相關網站

153   慧淨法師電視弘法訊息

154 【流  通  點】 《淨土宗雙月刊》流通點

156   叢書目錄  

發  行  人：釋慧淨

社　　長：釋淨音

主　　編：釋宗道

副  主  編：釋淨開

編輯委員：釋淨本、釋淨諦、釋淨教、釋淨梵、釋淨恩

美術設計：淨心（巫麗雪）

發  行  所：中華淨土宗協會

版權開放　　歡迎流通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96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　ISSN 2307-2695　◎





淨土宗雙月刊 │ 5

【
宗
學
理
論
】

淨土宗帶三法數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日於「淨土宗三重分會」開示

文／釋慧淨

各位法師慈悲、各位蓮友：南無阿彌陀佛（三稱）

所謂「三重分會」是因為我們這個分會是座落在新北市三重區，以地為名，

所以名為「淨土宗三重分會」。

今天是「淨土宗三重分會」慶喜的日子，也是未來發展的里程碑，這都需要

感恩大家的發心！短短二年多能夠發展到這樣的規模，一方面是仰蒙阿彌陀佛的

加持，一方面也是大家的願心及努力。

剛剛淨仁法師說，一路走來都是感恩，除了感恩佛、祖師、善知識之外，就

是感恩大眾。

首先，感恩林居士賢伉儷。三重分會起始，是因為林居士伉儷無私的提供出

他們的住家，讓蓮友們到家裡念佛、講法共修，而且提供餐點。家庭共修雖然無

法永恆發展，但種子畢竟已扎根種下，終將發芽開花。

之後，隨著蓮友不斷增加，租下附近三樓作為道場，念佛會再繼續穩定

成長。

不到一年的時間，又移來目前這個地方。能有這麼莊嚴的道場，要感恩蓮友

發心買屋，並設計裝潢。除了感恩之外，還是感恩。

淨土法門是最重視感恩的法門，感彌陀的恩，感祖師的恩，感善知識的恩，

感蓮友們的恩，而最重要的是，弘揚這個法門，才能達到真正的感恩――感佛

恩，感眾生恩。所以善導大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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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教人信，難中轉更難；

大悲傳普化，真成報佛恩。

最終就是為了「自信教人信」，搬到這裡，就是希望能夠更有條件、更有力

量的來「自信教人信」，一切都在於「自信教人信」。

要教人信，先要自信，沒有自信，是不可能教人信的；一旦有了自信之後，

不教人信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一種自然的心情。

今天慶祝三重分會喬遷，我來說一點有關「三」與「三重」這兩個名詞與淨

土宗的密切關係。

壹、十種三重

一、三重廢立

一、內外廢立。二、聖淨廢立。三、要弘（真假、正雜、助正、信疑）

廢立。

三重廢立是三個層次的廢與立。「廢」是捨棄，「立」是建立。不過，佛

法所說的「廢」並不是負面的廢棄，而是階段性的完成之後，再更上一層。所以

「廢」是階段完成，「立」是昇華。

一件事物，如果前一個階段沒完成，就不可能再昇華。淨土宗的階段完成

與昇華，是經過「三重廢立」而達純淨的：第一重「內外廢立」，第二重「聖淨

廢立」，第三重「要弘廢立」。第三重的要弘廢立又稱「真假廢立」、「正雜廢

立」、「助正廢立」、「信疑廢立」。

第一重，「內外廢立」。「內」就是內道，「外」就是外道。內道是佛教，

佛教之外的所有宗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婆羅門教等，相對

於佛教而言都是外道。我們要解脫輪迴，成就佛果，內外選擇的話，我們必須選

擇「內」，就是佛教，不選擇其他的宗教，否則就不能離開輪迴，不能成佛了。

第二重，「聖淨廢立」。佛教裡面有聖道門、淨土門，我們要選淨土門。

第三重，「要弘廢立」。淨土門中，善導大師細分為「要門」與「弘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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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　西夏13-14世紀　俄羅斯國家冬宮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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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門」是「假」，「假」就是方便，「弘願」是「真」。釋迦牟尼佛在《觀

無量壽經》裡面講「三福」、「十三定觀」，這是方便引導入「一向專稱彌陀

佛名」。「要門」就是「定善」和「散善」，「弘願」就是阿彌陀佛第十八願

的念佛。進入淨土門之後，還要再做選擇，有所廢立，要廢「要門」，進入

「弘願」。

這裡所說的「真、假」，「假」不是虛假的意思。在佛教裡面，「假」是指

假藉方便的意思，也就是說很重要的一個前行鋪陳，沒有這個鋪陳準備，沒有這

個「假」，就不能入「真」。就好像從縣道或鄉道要上高速公路，總要有一個連

接的引道，也就是交流道，車子才能開得上高速公路。我們不是一開始學佛就能

夠進入「真」的，往往都要繞好幾圈，繞圈子就是方便，就是「假」。那繞圈

子需要不需要？對一般人來講還是需要的，因為沒有繞這些圈子，就難以能進

入「真」。

以我個人來說，以前學佛就繞了很多圈子。未出家前就已經早晚打坐，也

念佛，也參禪，看禪宗語錄等等。出家之後，也到過尼泊爾，住喇嘛廟，認識密

宗；也到泰國瞭解南傳的禪、內觀；之後，又回歸念佛，不過，剛開始並不是接

觸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是一般的淨土法門，不分聖道、淨土，不分要門、弘

願，不分自力、他力，都是融合在一起的，然後迴向往生。所以可以這麼說，沒

有繞經「要門」的假，難以進入弘願的「真」。

「要弘」也叫作「正雜」，「要門」是「雜行」，「弘願」是「正行」。

「正行」有五種，五種正行當中又分為「助正」。最後就是擱置四種「助

行」，專「正定業」。

「要弘」也叫作「信疑」，隨順佛教，信彌陀的救度，專稱彌陀名號，就

是「弘願」；執於機情，不信（疑）彌陀的救度，滯於「要門」，還只是「假」

（方便），還是「雜」。以上是「三重廢立」。

二、三重歸命

善導大師曾經對「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做了精要的解釋，就是有名的

「六字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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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南無」者，即是歸命，亦是發願迴向之義；言「阿彌陀佛」者，即是其

行。以斯義故，必得往生。

「南無者，即是歸命」，「南無」是印度話，翻成中文有十九種，如「歸

命」、「信從」、「救我」、「度我」、「禮敬」等，善導大師在此是以「歸

命」為主要的譯意。

「亦是發願迴向之義」：也就是說歸命之中是含有心願的，亦即不是為了其

他的事歸命阿彌陀佛，是專為往生極樂世界而歸命阿彌陀佛的，因此歸命之中含

有發願迴向。

所以，一開始是梵文、漢文相比對，接著就解釋歸命的含意。

「阿彌陀佛者，即是其行」：「阿彌陀佛」四字是往生極樂的正因正行。也

就是阿彌陀佛以名號救度眾生，以名號作為眾生往生的功德。具有萬善、萬行、

恆沙功德的這句名號，也就是阿彌陀佛的佛體，阿彌陀佛本身的功德都在這句名

號中。只有稱念這句萬德洪名，才能生善滅罪、離苦得樂、往生淨土，不論智

慧、學問、修行如何，只要稱念，必定往生，這是阿彌陀佛大慈大悲之極致。

易修易行之極，即是念佛往生之法。

三重歸命

歸命有三重之意，就是「歸之命」、「歸於命」、「歸投命」。

一、「歸之命」：從阿彌陀佛那邊來講，是阿彌陀佛在第十八願所發出的

「欲生我國」的呼喚。阿彌陀佛自從為我們發下四十八大願以後，就一直在呼喚

我們歸順他的救度，所以從佛來講，是「歸之命」。

二、「歸於命」：從我們來講，是「歸於命」，也就是我們對於阿彌陀佛對

我們的呼喚，我們不加反抗，而是信受隨順，阿彌陀佛說「欲生我國」，我們就

「願生彼國」，這一種願生彼國的心，也就是歸命的心，就是歸順阿彌陀佛的呼

喚。亦即「信受彌陀救度，願生彌陀淨土」之意，所以歸命有信與願之內涵。

三、「歸投命」：把我們的生命歸投阿彌陀佛的佛命。這種歸命，可以說是

最徹底的歸命。因為天底下最貴重的就是生命，世間最悲慘的是殺生，能夠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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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貴重的生命歸給對方，所謂「盡形壽，獻身命」，當然是最貴重、最徹底的。

我們的生命是怎樣的生命呢？

是無常的、污穢的、造惡的、流轉的、痛苦的；

彌陀的生命是怎樣的生命呢？

是常住的、清淨的、生善的、永恆的、安樂的。

我們凡夫無常的生命，歸入阿彌陀佛無量的生命，我們的生命也跟阿彌陀佛

一樣的無量，也跟阿彌陀佛一樣的清淨、安樂、自在。

歸命有這三重意義。

二種願行

順便解釋二種願行：彌陀願行、眾生願行

這裡所講的「亦是發願迴向之義」的「願」，「即是其行」的「行」，願、

行，也有從佛那邊解釋，也有從眾生這邊解釋。

從阿彌陀佛那邊解釋，「發願迴向」是阿彌陀佛為眾生發四十八大願，同時

把本身兆載永劫所積植的菩薩六度萬行，全部迴向給十方眾生。阿彌陀佛的願跟

行在哪裡？都在「阿彌陀佛」這四個字裡面。阿彌陀佛發大悲心將這四個字的萬

行，迴向給歸命的眾生，使眾生一旦歸命，就能獲得「阿彌陀佛」這四個字的全

部功德。

阿彌陀佛發願修行以來，一直都在為眾生迴向，好像父母今天所賺的錢，

一千兩千、一萬兩萬，都是為了這個獨子；去年今年所累積的，也是為了獨子；

現在未來一切的奮鬥，也都是為了獨子。阿彌陀佛也是一樣，兆載永劫以來，時

時刻刻、點點滴滴，都是在迴向十方眾生。

從眾生這邊來講，「願」是發願回轉欲生極樂，「行」是阿彌陀佛的行，可

是他既然迴向給我們了，我們一旦歸命，就等於全部領受阿彌陀佛的行、領受阿

彌陀佛的功德。

所以專稱「南無阿彌陀佛」，信願行三資糧通通具足，而且是信受領納佛

願、佛行，成為眾生往生之願行，所以圓滿，無有缺少，必得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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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無量壽經》說：「佛心者，大慈悲是；以無緣慈，攝諸眾生。」

「無緣慈」就是無條件的愛心、無條件的救度，我們是什麼樣子，阿彌陀佛

就以什麼樣子救度我們。

阿彌陀佛大慈大悲，不勉強眾生做什麼，只有長劫的呼喚、不捨的關懷、無

私的給予、絕對的救度。

阿彌陀佛是我們的救主，是我們真正平安、喜樂、希望的來源，在人世間有

苦難，在佛懷中有平安。

三、三重念佛

三個層次的念佛：一、念佛。二、本願念佛。三、選擇本願念佛。

第一重，「念佛」。各宗各派也在念佛，自力也是念佛，他力也是念佛，這

是第一層，還沒有分本願、非本願的念佛。

第二重，「本願念佛」。「本願念佛」就是「他力念佛」，靠阿彌陀佛根本

願力的念佛，這種念佛屬於正定業，因是依彌陀本願的念佛，與彌陀的願力相應

故。

第三重，「選擇本願念佛」。是指本願念佛是阿彌陀佛所選擇，不是他人所

選擇。因為這是阿彌陀佛在因地發願的時候，選取十方世界二百一十億諸佛國土

之精華，結成四十八大願，而成就這句名號。

日本淨土宗地開宗祖師法然上人寫了一本開宗立教的根本教典，名為《選擇

本願念佛集》，分為十六章。書名就是整部書的總標、大綱要，本集十六章之綱

要全部攝在「選擇本願念佛」之六字書名，而這書名就顯示出三層次的念佛。

本集書名，有三重義；義雖三重，總成一意。

一、念佛。不知本願、非本願，未分別正、雜、助、定，屬萬行隨一之念

佛，這是諸師（淨影、天臺，乃至宋朝以後，諸宗融合之念佛）所立之「念佛」

之義，亦即通途之念佛。

二、本願念佛。明辨本願、非本願，於萬行中分別正行、雜行（二行），

於正行中細判助業、定業（二業）。其正定業，正是隨順彌陀本願之「稱名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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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故名「本願念佛」；是決定往生之業，故止雜行，專行念佛。這是善導

大師傳自曇鸞、道綽所立之「本願念佛」之義，而此本願念佛之義貫串本集

十六章。

三、選擇本願念佛。於本願義之上，更加「選擇」一義。這是法然上人依

《大經》所立，意在顯明此之本願，乃是阿彌陀佛悲智深廣，為了容易普遍平等

地救度一切善惡凡夫，乃從二百一十億諸佛願行之中所「選擇之本願」，亦即選

捨聖道定散八萬之難行法門，唯獨選取「但念佛」之一行，作為眾生往生極樂淨

土之「行門」，故名「選擇本願念佛」，以突顯本願念佛之「勝易二德」。一般

以為，「不分道俗善惡都能實行之法，即是淺法，其功德劣，利智精進之人莫修

之；若是難行之法，即是深法，功德殊勝，利智精進之人正可修之」。法然上人

為了糾正此種謬見，是故依據《大經》彌陀之選擇，顯明本願念佛不但「易」，

而且「勝」，以啟發我輩愚惡凡夫念佛之信心。

本願念佛，具勝易二德：「勝」，則現生入正定聚；「易」，則凡聖善惡都

能行。可謂殊勝超越而又簡便易行，既普遍性救度任何眾生，也平等性使其皆證

佛果，這是善導大師所說的「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

為增上緣」。大師又說「正由託佛願以作強緣，致使五乘齊入」，又說「人天善

惡，皆得往生，到彼無殊，齊同不退」。

總成一意者，此集書名，雖分三義，但三義相成，唯是一意：所謂念佛，不

只念佛，乃是本願念佛；本願念佛不只本願念佛，乃是彌陀選擇之本願念佛。

凡談念佛，或指實相念佛，或指觀想、觀相之念佛，或其他通途之種種念

佛，都名念佛；然而都非彌陀本願的念佛，為免相濫，故說「本願念佛」。

又，法然上人所說「選擇」，與善導大師所說「本願」，辭異義同。

四、三重選擇

一、選淨土門。二、選正行。三、選正定業。

三重選擇與前面的三重廢立及三重念佛的意義差不多，只是進一步加入教理

上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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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多年前，日本高僧法然

上人，依據善導大師法脈，創建

了日本的淨土宗，他寫了《選擇

本願念佛集》，以這本書作為日

本淨土宗的開宗立教，也以這本

書建立淨土的教理。《選擇本願

念佛集》共分十六章，每一章都

引經據論來闡釋純粹的淨土宗教

理。在第十六章最後，用四首偈

來作總結：

欲速離生死，二種勝法中，

且擱聖道門，選入淨土門。

欲入淨土門，正雜二行中，

且拋諸雜行，選應歸正行。

欲修於正行，正助二業中，

猶傍於助業，選應專正定。

正定之業者，即是稱佛名，

稱名必得生，依佛本願故。

《選擇本願念佛集》卷尾結

勸之「三選文」四首偈，與卷首

「標宗文」之「南無阿彌陀佛，

往生之業，念佛為本」，前後遙

相呼應，而作為本集之結論，也

是本集之大綱。

此文敘述「三重選擇」之

義，也就是在「二門、二行、二

業」之中，「擱聖道、選淨土，

拋雜行、選正行，傍助業、選正

高麗時期　14世紀　阿彌陀佛像
韓國國家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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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簡言之，就是「選淨土，選正行，選正業」。現將此偈配當《選擇集》以

說明之。

這四首偈中前三偈都有一「選」字――「選入淨土門、選應歸正行、選應專

正定」。也就是從所有法門當中「選淨土門」，淨土門之中「選正行」，正行之

中「選正定業」，這就是「三重選擇」。

本集十六章，重點在前三章；餘之十三章在於敷演此三章之義。

第一首，「擱聖道，選淨土」，是初重選擇，就是第一「聖淨二門章」之大

綱。二門之中，選捨聖道，選取淨土。

我等十惡五逆、罪業深重、生死流轉之凡夫，在這末法之世，欲速離生死輪

迴，若修聖道門三學六度之諸善萬行，以期在此娑婆超凡入聖、斷惑證真，我等

無力，勢必不能。既無能無力，故且擱之，而選入淨土門，目的在於往生極樂淨

土。因為在此成佛甚難，往生淨土容易之故。

第二首，「拋雜行，選正行」，是二重選擇，即是第二「正雜二行章」之大

綱。二行之中，選捨雜行，選取正行。

根據此偈，則第一章所捨之聖道門之行法，在第二章名之為「雜行」，而組

織於往生淨土之行體中。但是雜行畢竟非彌陀根本願，疏雜行之故，被善導大師

誡飭為「若不迴向則不成往生因」，故應捨雜行而選取正行，以行正助二業。

第三、四首，「傍助業，選正定；稱名必得生，依佛本願故」，是第三重選

擇，即是第三「本願念佛章」之大綱。二業之中，傍於助業，專正定業。

五種正行之中，讀誦等前三後一之行，都與阿彌陀佛有關，故名正行；但畢

竟非彌陀本願之行，故名助業。唯有稱名念佛之一行，是彌陀本願之行，決定往

生，故名正定業。讀誦等之助業，是給行者指出直達正定業之念佛一行的方向，

其最終目的是要行者直取正定業。故若未知正定業之義，則須助業；若已知正定

業之義，則應傍置助業，專行定業，只要專稱佛名，必得往生，順阿彌陀佛之本

願故。

又，前面所說本願念佛具有勝易二德，道理何在？此第三「本願念佛章」將

念佛一行與諸善萬行相比較，提出功德勝劣、修行難易，加以說明。亦即阿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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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第十八願中選擇念佛一行而選捨其他餘行，乃是念佛有「勝、易」二德，與之

相反，諸行即是「難、劣」。

就「功德勝劣」而言，念佛之所以「勝」，乃因「南無阿彌陀佛」之六字

佛名是萬德之所歸、萬善之結晶；舉凡彌陀一切內證功德，一切外用功德，全部

攝於名號之中。恰如屋舍「家」之一字，作為家的機能全部具備；與此相反，諸

善萬行猶如棟樑椽柱，不過是家的一部分。名號功德是總體性，其他諸善萬行是

部分性，兩者功德相差甚大。因此，彌陀名號具有諸善萬行所不能比較的殊勝功

德，是故念佛是勝，餘行是劣。

就「修行難易」而言，念佛一法，易解易行，不論道俗善惡、貴賤智愚等上

下之機，行住坐臥，時處諸緣，行之不難；若諸善萬行，則難解難行。因此，念

佛一法具有諸善萬行所不能比較之易行功德。故知：念佛易故，通於一切；諸行

難故，不通諸機。

這第三章可說開顯了彌陀本願之結晶與目的。

以上三重選擇，目的在於導歸「本願念佛」，以必得往生。

此外，本集第八章強調念佛之信心。因為眾生之所以永在生死，「常沒常流

轉，無有出離之緣」，一言以蔽之，在於不知或懷疑彌陀救度之「本願念佛」而

無願生淨土之心。若不懷疑彌陀之救度，信「平生之機上盡一形、臨終之機下至

十聲一聲一念，亦得往生」，而願生稱名者，即如善導大師於《往生禮讚》所說

「十即十生，百即百生」。

故念佛不是問題，往生也不是問題；只怕不信，因為若信則必安心念佛，而

念佛易行，無一人不能，人人都能。

五、三重定業

也叫三重重業。曇鸞大師《往生論註》言：

問曰：《業道經》言「業道如秤，重者先牽」，如《觀無量壽經》言「有人

造五逆十惡，具諸不善，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無量苦；臨命終時，遇善

知識，教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便得往生安樂

淨土，即入大乘正定之聚，畢竟不退，與三塗諸苦永隔」。先牽之義，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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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又，曠劫以來，備造諸行有漏之法，繫屬三界；但以十念念阿彌陀

佛，便出三界。繫業之義，復欲云何？

答曰：汝謂五逆十惡繫業等為重，以下下品人十念為輕，應為罪所牽，先墮

地獄，繫在三界者，今當以義較量：輕重之義，在心、在緣、在決定，不在

時節久近多少也。

云何在心？彼造罪人，自依止虛妄顛倒見生；此十念者，依善知識方便安

慰，聞實相法生：一實一虛，豈得相比？譬如千歲闇室，光若暫至，即便明

朗；闇豈得言，在室千歲而不去耶！是名在心。

云何在緣？彼造罪人，自依止妄想心，依煩惱虛妄果報眾生生；此十念者，

依止無上信心，依阿彌陀如來方便莊嚴真實清淨無量功德名號生。譬如有

人，被毒箭所中，截筋破骨；聞滅除藥鼓，即箭出毒除。豈可得言彼箭深毒

厲，聞鼓音聲不能拔箭去毒耶？是名在緣。

云何在決定？彼造罪人，依止有後心、有間心生；此十念者，依止無後心、

無間心生：是名決定。

較量三義，十念者重，重者先牽，能出三有。兩經一義耳。

若依意樂（在心）、功德田（在緣）、恆所作（在決定），隨有一，即成決

定，何況為三。稱佛一聲，三重定業皆具足。即雖一重，已是定業，何況三重具

足；即以通途教理自力稱念諸佛名號也是定業，何況依彌陀別意之弘願念佛，故

善導大師釋「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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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重譬喻

這是以蓮花譬喻《觀經》「施、開、廢」三義。所謂「施、開、廢」就是：

一、為實施權，喻為為蓮故花；

二、開權顯實，喻為花開蓮現；

三、廢權立實，喻為花落蓮成。

淨土宗稱為蓮宗，即是以蓮花代表淨土宗的宗名。蓮花，外層是花瓣，裡面

是蓮蓬。蓮花的生長過程分花苞、花開、花落這三個階段。

如果詳細研討《觀無量壽經》的內容，並且探討這一部《觀無量壽經》的時

節因緣，就曉得《觀無量壽經》跟《法華經》一樣，都有「從假入真」的「施、

開、廢」三義。

智者大師講《妙法蓮華經》時，用蓮花成長過程的三個階段譬喻說明。《觀

經》開顯的次第也同樣可以用這三重譬喻來說明。

一、為實施權（為蓮故花）――〈正宗分〉定散二善

二、開權顯實（花開蓮現）――〈正宗分〉定散二善之中說念佛

三、廢權立實（花落蓮成）――〈流通分〉廢定散二善而立念佛

一、為實施權（為蓮故花）：《觀經》〈正宗分〉「定散」二善之文。

「為實施權」也就是「為蓮故花」。這是在《觀經》〈正宗分〉所講的「定

善」跟「散善」。

「為實施權」，「實」是指「弘願念佛」，「權」是指「定散二善」。為

了弘願的念佛法門，而先施設權假方便的定散二善的八萬四千法門，這叫「為

實施權」。

「為蓮故花」，「蓮」指蓮子，「花」是蓮花瓣。為了結成蓮蓬、收穫蓮

子才長這朵蓮花。首先長蓮花，蓮花外面有花葉、花瓣，花葉、花瓣包著蓮子，

目的不是為了蓮花好看，而是為了收成裡面的蓮子，為了收穫蓮子（蓮子才有效

用），所以先有蓮花瓣，這叫「為蓮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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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為了引導念佛（實），首先在《觀經》的〈正宗分〉，講十三種

定觀與三福九品（權），這個叫做「為實施權，為蓮故花」。

二、開權顯實（花開蓮現）：《觀經》〈正宗分〉「定散」之中說「念佛」

之文。

當權假方便開顯出來的時候，同時也把真實一起顯現，這就是「開權顯

實」，也就是「花開蓮現」。蓮花開了，裡面的蓮蓬也同時出現。

「為蓮故花」的時候，還是個花苞，蓮子看不見，這代表「為實施權」，

蓮子代表成熟的果實、真實。為了這個真實教法，先施設權假方便。講定善、散

善，就是蓮花的花葉；講念佛，就是裡邊的蓮子。開始講定善、散善，念佛還沒

有講，大家看不見，不知道是講念佛，好像被蓮花包起來，裡面的蓮子沒有顯示

出來，但目的是在裡面的蓮子。釋迦牟尼佛的本意是要講念佛，但是一開始眾生

的根機還沒有成熟，不能完全講出來，所以叫「為蓮故花」。

到這第二個階段就「花開蓮現」，蓮花綻開了，蓮子就顯現出來了，這就

是在定善、散善文當中講到念佛了，比如定善第九觀有一段經文說「光明遍照十

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這段經文是指弘願念佛的功能利益。也就是雖然

是講定善的觀佛，但把念佛安插進去了——蓮子顯示出來了。在散善裡邊也講到

念佛，如「稱無量壽佛名」、「稱南無阿彌陀佛」，這叫「花開蓮現」。這個時

候，觀佛也有了，散善也有了，念佛也有了，蓮花、蓮子都顯現出來了。

《觀經》〈正宗分〉「定散」之中，至少有六段經文顯示「念佛」，這正是

「開權顯實」的經文，也就是「花開蓮現」的譬喻。

三、廢權立實（花落蓮成）：《觀經》〈流通分〉「廢定散，立念佛」

之文。

「廢權立實」也就是「花落蓮成」。蓮花瓣打開之後，慢慢就凋謝了，最後

蓮子成熟，蓮瓣脫落，就看不見花瓣了，獨獨將蓮子顯示出來，只看見蓮子獨立

在那個地方，這就是「廢權立實」，譬喻為「花落蓮成」。

這在哪一段經文呢？在《觀無量壽經》〈流通分〉的「付囑文」。「付囑

文」不流通「定善」，也不流通「散善」，只有流通「念佛」，也就是廢捨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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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定善」跟「散善」，只取真實也就是「念佛」，相應於「花落蓮成」。

《觀經》流通分的經文可分為兩段，一段是讚美念佛，一段是觀念廢立。

首先讚美念佛。經文說：

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

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當坐道場，生諸佛家。

先讚歎念佛，念佛有兩種果報，也就是「現當二益」。現在被釋迦牟尼佛稱

讚為「人中芬陀利華」，而且觀世音、大勢至兩位等覺菩薩就是他的殊勝朋友。

可以說平生業成的念佛人現在在這個娑婆世界就已跟等覺菩薩一樣，到了極樂世

界就要進入妙覺，也就是成佛，所以接下來就說「當坐道場，生諸佛家」。這一

段經文也可以說是《觀無量壽經》核心的經文。

念佛人現在得到的利益是什麼呢？是蒙受釋迦牟尼佛的讚美，說他是「人

中芬陀利華」，而且身分就跟等覺的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同等了，而未來就

「當坐道場」，往生極樂世界，就是成佛。

釋迦牟尼佛講完了這一段經文，接下來就付囑阿難說：

佛告阿難，汝好持是語，持是語者，即是持無量壽佛名。

這個就是「廢權立實」，「花落蓮成」的經文。

「正宗分」十六觀說完，進入「流通分付囑文」，世尊不付囑定觀，也不付

囑散善。發菩提心、讀誦大乘、受持眾戒等等都不付囑，唯獨提出「持無量壽佛

名」的念佛，交代阿難：

汝好持是語，持是語者，即是持無量壽佛名。

這一句叫作一錘定音。「持是語」，不是持觀無量壽佛，也不是持三福；是

持什麼呢？就把真實的教法顯露出來，單提這句萬德洪名南無阿彌陀佛名號，這

才是整部《觀經》的心髓和精要，這才是釋迦牟尼佛講這部《觀經》最後的落腳

點――持名，持名念佛，執持名號。

到這個時候，要門定善、散善的蓮花瓣統統凋落了，不講了，不付囑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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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善，只留下弘願的「持無量壽佛名」，唯把「持無量壽佛名」付囑給阿難，這

叫「廢權立實，花落蓮成」，到這個時候，念佛的教法完全獨立出來。

以上約略解釋蓮花譬喻《觀經》「施、開、廢」三義。

七、三重利益

念佛有三重大利益：

一、前生：滅除曠劫生死罪，不受六道輪迴苦。

二、今世：消災延壽增福慧，喜樂吉祥保平安。

三、來生：脫出輪迴生淨土，不生不滅證佛果。

一、前生：滅除曠劫生死罪，不受六道輪迴苦。

《觀經》說：「以汝稱佛名故，諸罪消滅。」「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

八十億劫生死之罪。」

此是經中明言念佛能消滅生生世世以來生死輪迴之重罪。

《莊嚴經》說：「常運慈心拔有情，度盡阿鼻苦眾生。」「三惡道中，地獄

餓鬼畜生，皆生我剎，受我法化，不久悉成佛。」

《大智度論》說：「有諸菩薩自念謗大般若，墮惡道中歷無量劫。雖修餘行

不能滅罪；後遇知識教念阿彌陀佛乃得滅障，超生淨土。」

故知：誹謗正法之罪甚重，過於五逆；如此重罪，唯有念阿彌陀佛，方得

消滅。

但念彌陀，重罪尚滅，何況輕罪；若不念佛，輕罪不滅，何況重罪。一沙雖

輕，直沉海底；重石乘船，可達彼岸。

以佛願力：五逆之與十惡，罪滅得生；謗法闡提，迴心皆往。

無問罪福時多少，心心念佛莫生疑。（《法事讚》）

謗法闡提行十惡，迴心念佛罪皆除。

利劍即是彌陀號，一聲稱念罪皆除。（《般舟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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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世：消災延壽增福慧，喜樂吉祥保平安。

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

唯觀念佛眾生攝取不捨，故名阿彌陀。（《往生禮讚》）

但有專念阿彌陀佛眾生，彼佛心光，常照是人，攝護不捨；

總不論照攝餘雜業行者。

稱念阿彌陀佛，願生淨土者，現生即得延年轉壽，不遭九橫之難。

（《觀念法門》）

《觀經》說：「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觀世音菩薩、大

勢至菩薩，為其勝友；當坐道場，生諸佛家。」

《觀經疏》說：「若念佛者：即是人中好人，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

中稀有人，人中最勝人。」

《大悲經》說：「一稱佛名，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窮盡。」

《大智度論》說：「譬如有人，初生墮地，即能日行千里，滿一千歲，七寶

奉佛；不如有人，於後惡世，一聲稱念阿彌陀佛，其福勝彼。」

《增一阿含經》說：「四事供養閻浮提一切眾生，若有稱佛名號，如搆牛乳

頃，功德過上，不可思議。」

善導大師說：「自餘眾行，雖名是善；若比念佛者，全非比較也。」

蓮池大師說：「彌陀乃萬德名號，一名才舉，萬德齊圓，不期於福，福已備

矣。」「持名乃善中之善，福中之福。」

蕅益大師說：「阿彌陀佛是萬德洪名，以名召德，罄無不盡。

信願持名，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

持佛名者，善根福德，同佛無異。」

人多以為念佛乃僅求臨終往生，若為現世：治病則念藥師，救苦則念觀音，

求慧則念文殊，消業障則念滅定業真言；乃至解冤度亡、袪除魍魎，則求之拜懺

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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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錯解、曲解，皆由不知念佛人：身有佛光，眾聖守護；滅罪生福，離諸

災厄；現世安穩，臨終往生。

三、來生：脫出輪迴生淨土，不生不滅證佛果。

《無量壽經》說：

諸有眾生，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至心迴向，願生彼國，

即得往生，住不退轉。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至滅度者，不取正覺。

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

必得超絕去，往生安樂國，橫截五惡道，惡道自然閉；

升道無窮極，易往而無人，其國不逆違，自然之所牽。

皆受自然虛無之身，無極之體。

八、三種因果

一、自力因果。二、他力因果。三、佛力因果。

深信因果，有因必果，因果自然。自然：如火上水下，吃飽穿暖；春來時花

開，花開時春來。夜間播種，雖不知種，終必知果。

一、自力因果：自因自果，自作自受，自己吃飯自己飽，自己生死自己了，

自己善惡自己受。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因果通三世，因

有遲早，緣有強弱。

二、他力因果：他因自果，他作我受；自因他果，我作他受。如父供子，祖

留產；子供父，孫供祖；善人濟貧，行者迴向眾生。

如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菩薩難行能行，難忍能忍，難捨能捨。

若無他力因果，則無四弘誓願，無菩薩道，無大乘佛法。

三、佛力因果：佛作生受：佛力功德，眾生領受擁有。

生做佛受：眾生罪惡，佛力承擔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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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法之極至，即是大慈大悲，即是阿彌陀佛之慈悲救度。

《無量壽經》說：

為諸庶類，作不請之友；荷負群生，為之重擔。

以不請之法，施諸黎庶。如純孝之子，愛敬父母；於諸眾生，視若自己。

我於無量劫，不為大施主，普濟諸貧苦，誓不成等覺。

為眾開法藏，廣施功德寶。專求清白之法，以惠利群生。令諸眾生，功德成就。

深信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因果自然，念佛成佛是自然。

念佛必生，自然法爾，宇宙軌則，科學定律。

九、三種自然

一、業力自然。二、願力自然（他力自然）。三、無為自然。

凡不必假藉人為的、人為不能改變的，就叫「自然」。自然即是法的自性。

自然概分有三種：

一、業力自然

業力自然是眾生自身的因果，也就是依善惡的業因，自然生起良窳苦樂的結

果。因地行善業，自自然然的，將來就得到善的果報；因地為惡，也必定、自然

的，將來受痛苦的惡果，不可更改，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自因自果，自

作自受」。

有二首偈說：

假使百千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

這都在說善惡因果的報應，是眾生業力的自然。

二、願力自然（他力自然）

願力自然是指阿彌陀佛的本願力。阿彌陀佛以五劫的時間思考出四十八大

願，又以兆載永劫的時間累積菩薩萬行，完成四十八願，使願願都有了功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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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眾生雖不修禪定神通，到

極樂則自然具足六神通；雖不

修身色相好，到極樂自然都是

身皆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無有好醜。這一切都是阿

彌陀佛願力之自然。其中，又

以第十八願為本願之根本，願

文說：「乃至十念，若不生

者，不取正覺。」這是阿彌陀

佛與十方眾生的約定：眾生以

「乃至十念」的念佛之行，就

能乘上彌陀願力，必定往生淨

土；彌陀則以念佛眾生的必定

往生為代價，酬答本願，最終

成佛。也就是說，阿彌陀佛依

四十八願的根本願――第十八

願之力而成就救度眾生的佛

身，也依第十八願之力而得以

救度十方眾生。第十八願是阿

彌陀佛自利、利他的功德力之

源。現在阿彌陀佛已經成佛，

十方眾生不論凡聖、善惡、智愚、賢不肖，凡是得以往生極樂淨土的，都是乘彌

陀本願力而自然得生。

《無量壽經》說：

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

又說：

必得超絕去，往生安樂國；橫截五惡道，惡道自然閉。

升道無窮極，易往而無人；其國不逆違，自然之所牽。

西方三聖來迎圖（局部）觀世音菩薩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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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為自然

無為自然指「真如法性」。「有為法」皆出於因緣力的造作，而真如法性之

理是離開這種造作而自然存在的，所以說「無為自然」。《無量壽經》中，世尊

處處盛讚極樂世界的無為自然：

彼佛國土，次於無為泥洹之道。

皆受自然虛無之身、無極之體。

這裡所說的「自然」、「虛無」、「無極」，都是指真如法性的妙理，所謂

「得至蓮華藏世界，即證真如法性身」。

《法事讚》卷下說：

從佛逍遙歸自然，自然即是彌陀國，無漏無生還即真。

又說：

極樂無為涅槃界。

極樂世界是「無為自然的涅槃境界」，與真如法性的妙理一致，所有萬物是

自然顯現，不經過造作。眾生一旦往生，即契入法性，不必假藉造作修為，自然

證悟涅槃，究竟離苦得樂。

阿彌陀佛憶念十方眾生，唯有信靠本願、專稱佛名之人，蒙佛心光攝取。眾

生若能依靠願力自然，便能橫超業力自然，而證悟無為自然，變化十方，自在無

礙。

十、三種念佛

一、萬行同一的念佛（「散善」的念佛）。

二、萬行超越的念佛（「定善」的念佛）。

三、自然法爾的念佛（「非定非散」的念佛）。

同樣是淨土法門，同樣是念佛願生極樂，但由於對淨土教理領解的不同，在

心境上就有差異，因而概分為三種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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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行同一的念佛：「散善」的念佛

雖念「南無阿彌陀佛」，願生極樂世界，但由於不瞭解阿彌陀佛的本願救

度，也不瞭解彌陀名號的超絕功德，而把這一句佛號跟其他的佛名、咒語、法門

等同並論，以為念「南無阿彌陀佛」，也只不過是跟念其他的咒語、誦其他的經

典、修其他的法門相同的功德而已，沒有什麼特殊。同時，認為往生極樂世界，

除了念佛以外，還要修其他的法門功德來迴向，才能往生。這就是所謂的「雜修

雜行」。他雖然也念佛，可是同時又另外依靠這個咒那個咒，誦這部經那部經，

修習這個法、那個法，這稱做「萬行同一」的念佛，也就是把這句名號當成跟其

他法門是一樣的，這是屬於「自力的雜行」，「散善」的念佛。

二、萬行超越的念佛：「定善」的念佛

另一種是，他雖已不依靠種種雜行，知道這一句名號勝過其他法門――所

謂「萬德洪名」，因此他就專依靠專念這句萬德洪名，可是也由於不瞭解阿彌陀

佛的本願救度，以為要往生，如果自己念佛沒有達到所謂的功夫成片，就不能往

生。這一種當然比剛剛所講的「萬行同一」更超越，所以稱之為「萬行超越」的

念佛。也就是說，雖然他曉得這句名號超越其他的功德，因而專稱彌陀佛名，但

是另一方面他卻不知道要完全信受彌陀救度，而把這句名號當作在累積自己的工

夫的工具，以自己念佛的功夫作為往生的標準。這是屬於「自力的雜行」，「定

善」的念佛。

三、自然法爾的念佛：「非定非散」的念佛

這如善導大師所說具足機法二種深信的人，信受彌陀救度，任運自然地專稱

彌陀佛名，已蒙彌陀光明攝取不捨，已是平生業成，現生不退。

又如曇鸞大師所說：「易行道者：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

便得往生彼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正定即是阿毗跋致，譬如水

路，乘船則樂。」

又說：「緣佛願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

善導大師說：「佛光普照，唯攝念佛者。」

又於「二河白道喻」說：「汝一心正念直來，我能護汝！眾不畏墮於水火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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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信佛救度，任運自然法爾地專稱彌陀佛名，這已經超越前面二種，這

是屬於「本願念佛」，也稱為「自然法爾」的念佛，是「非定非散」的念佛。

貳、其餘三數
接下來，我引用「三」，來解釋一些相關的名相，這些名相與純粹的淨土宗

是很有關係的。

三寶、三經、三佛、三身、三願、三願的證、三念願力、三緣慈悲、三誓

偈、三嚴、三心、三要、三妙、三信、三不、三信三不信、三勸願生、三願三

生、三生果遂、三尊來迎、三不遠、三聚、三橫超、三福、三輩、三三之品、三

忍、三緣、三遣、三不問、三三昧、三十二相、三品懺悔、三垢、三根本、三定

死、三位三愛、三隨、臨終三大要、三途見光、三法滅盡。

三寶

三寶就是佛寶、法寶、僧寶。三寶是整個佛教的核心。學佛的人，不管修哪

一個法門，目標是為了什麼，首先要皈依「三寶」。

佛寶：三寶的核心就是「佛寶」，十方國土有十方諸佛，阿彌陀佛是十方諸

佛當中最尊、第一之王，所謂「諸佛中之王也，光明中之極尊也」。王在一個國

家當中是最崇高、最尊貴的，所以，我們皈依三寶，只要能專稱彌陀佛名，整個

三寶的功能就統統擁有了。所以在三寶核心的「佛寶」中，以阿彌陀佛為最尊第

一。

法寶：佛教以法為核心，領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就能夠明心見性，進而

證悟成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有難行道、易行道，在這八萬四千法門當中，有

一個所謂「門餘大道」的法，也就是阿彌陀佛救度的法，這是八萬四千法門中一

個特別的法門。這個法，龍樹菩薩說是「易行道」；曇鸞大師說是「他力的法

門」，靠彌陀力量而能夠脫離輪迴成佛；道綽大師說是「淨土門」，唯此是阿彌

陀佛本願慈悲救度的法，其他法門都屬於「聖道門」，都要靠自己的力量。種種

聖道法門，都是釋迦牟尼佛要引導學八萬四千法門的人，進入阿彌陀佛本願救度

法門的前行方便。因為唯有阿彌陀佛這個法門，才能使十方眾生――聖人、凡

夫、善人、惡人，都離開六道輪迴，快速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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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法來說，最殊勝、最容易的，就是善導大師這個純粹的淨土法門，

因此普賢菩薩、文殊菩薩都發願要往生極樂世界。除了普賢菩薩、文殊菩薩自己

發願往生之外，普賢菩薩也在《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勸導四十一位法身菩

薩統統嚮往極樂世界、發願往生極樂世界。可見這個法既殊勝又很容易，使得我

們罪惡生死凡夫、常沒眾生，也能夠依靠彌陀的救度，專稱彌陀的佛名，而往生

彌陀的淨土。

僧寶：各個宗派的出家人都是僧寶，只是因為我們是學淨土法門，當然淨土

宗的師父會讓我們感覺特別親切。同時，在佛法當中，淨土宗的師父弘揚的淨土

法門，能夠讓我們這輩子順利達成學佛的目的。

學佛的目的有二個：

一，近程――解脫。現生果報盡了，能夠離開六道輪迴。

二，遠程――成佛。也是最終的目的，往生淨土成佛。

淨土宗的師父，主要講解淨土法門的教理，引導我們解脫，推動我們成佛。

就整個佛教來講，淨土宗的僧寶因為專弘阿彌陀佛的救度之法，所以是特殊而可

貴的。

以佛教歷程來說，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正法五百年之

間，有教、有行、有證，也就是說，有教理的存在，也有修行人，也有證果的阿

羅漢。像法一千年，有教、行存在，但證果的人就沒有了。到了末法一萬年，有

教理的存在，但真正修行的人就沒有了，當然也沒有證果的人。這是「教、行、

證」在正法、像法、末法三階段的現象。

淨土法門是超越正法、像法、末法的，為什麼？因為彌陀的救度是現成的，

不管任何時代、任何地方、任何眾生，當下信受彌陀的救度，當下就擁有解脫的

功能，乃至成佛的功能。

三經

「淨土三經」即是《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

每個宗派的成立，都有其根本依據的經典，以淨土宗來講，我們依據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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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三經，因此這三經是淨土宗的「正依經典」。也有人提到《大勢至菩薩念

佛圓通章》與《普賢行願品》，不過這二部經不是正依的經典，是屬於旁依的經

典。一個宗派有「正依經典」，有「旁依經典」，有這樣的認識，教義才不會模

糊籠統。

三佛

就「淨土三經」來說，可以說有三佛。

《無量壽經》主要講阿彌陀佛發願的因、修行的果，當然也涵蓋我們眾生往

生的因和成佛的果。

《觀無量壽經》主要是釋迦牟尼佛講「定善」和「散善」，引導進入彌陀的

本願念佛。

《阿彌陀經》可以說是十方諸佛證明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法。釋迦牟尼佛在

《阿彌陀經》中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

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

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

國土。」意思是說，若有人念佛一向不變，臨終的時候，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

其前，在他命終的時候，就心不顛倒地往生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當釋迦牟尼佛

講這個法的時候，十方諸佛同時、歡喜地、異口同聲地來證明。所以「三佛」是

指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和十方諸佛。

三身

眾生成佛之時同時成就了三身，稱為三身佛，即法身、報身、化身。

法身：又名自性身，或法性身，常住不滅，如《心經》所說：「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也就是我們的本來面目，人人本具的真性，是本來具有

的，不需要修，只要開悟，開悟了就會見到自己本源自性清淨的法身佛。

法身清淨，不染一塵，故亦名素法身，不過我們眾生因迷而不能顯現，佛是

開悟而又證悟，故能顯現。

眾生迷而不悟，所以有生死。然雖在六道輪迴，其性仍然不變，故又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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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佛性在迷仍然不變，常隨眾生流轉生死，故說法身（佛性）流轉六道。

報身：報身佛是表示證得了絕對真理、獲得佛果而顯現了佛的智慧的佛身，

是行六度萬行，功德圓滿而顯現的。

報身佛不容易成就，需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修種種的苦行難行，乃至無善

而不成，無德而不就，功德圓滿，才可成為報身佛。

報身又分自受用報身及他受用報身，自受用報身是佛自己受用內證法樂之

身，自受用報身無相，就是大菩薩也見不到。他受用報身是佛為地上菩薩說法而

變現的佛身，大菩薩可以見到，只是所見的各有不同，十地菩薩所見的是無量大

身，其他菩薩所見的，或是千丈萬丈之身。

若以聖道門自力難行道而言，需大徹大悟，悟同諸佛，此時名信解。然而，

只是解法身之理而已，法身還未出現，必須悟後起修，斷除煩惱，進而廣修六度

萬行，以及一切功德，若有一德未圓，一功未滿，法身也不現前。直待萬行已

圓，萬德已滿，惑垢盡除，無明業空，法身才全體出現，這時才名為報身佛。

化身：又名應身、應化身，或變化身，是應眾生的機緣，隨緣教化，利益眾

生而變現出來的佛身，所謂「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而度之」。化身是以報身

為本，所以化身佛又稱為跡佛，意謂從本垂跡。

眾生成佛時，三身佛同一時間完成，無分先後彼此。

簡略而言，悟後從性起修六度萬行，莊嚴「素法身」，修至功德圓滿，素法

身成為萬德莊嚴的「報身」，報身又化成千百億「化身」，到十方世界，天上人

間，隨意教化有緣眾生。

所謂：「法身報身及化身，三身原來是一身。」法身是體，報身是相，化身

是用，一而成三，三即是一。

《華嚴經》說：「十方諸如來，同共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

「十方諸如來，同共一法身」，是指法身佛。

「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是指報身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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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佛無相，萬佛一體，無有你我之異；也無過去、現在、未來佛之別；更

無此土、他土、無量國土之佛的區分。萬佛一體，猶如虛空般的清淨，清淨是一

體的，不能說這一邊的虛空清淨，那一邊的虛空不清淨。所以法身佛無男無女、

無此無彼，聖凡兩亡、生佛俱泯，即是諸佛如來，同一法身，不二法門。

三願

指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的三願。

一、指第十八、十九、二十願，順次往生與順後往生。在淨土宗學裡，第

十八念佛往生願，是乘託彌陀本願的生因之行，如此行者，順次往生；第十九的

來迎接引願，是諸行的行者臨終前，佛聖來迎，使行者心不生亂，住於正念而順

次往生；第二十願為順後往生願，所謂順後往生，不是今生命終後即得往生，而

是隔生之後往生。

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願願都是為了眾生，其中這三個願，與我們眾生的關

係最直接，阿彌陀佛以這三願來攝受三種根機的眾生，而目的是導歸第十八願，

因為第十八願是根本願，也是正定業的願。

二、指第十二、十八、三十三願，也就是阿彌陀佛的光明有三願之別。所說

的十二為光體、十八為光名、三十三為光用。以此義故，若有稱名眾生，不離名

體施與光用，攝取護念片時不捨。也就是說，第十二光明無量願和第十八念佛往

生願以及第三十三觸光柔軟願，三願分別解釋為體、名、用，指出了這三者之間

的關係。其中所稱的「光名」是指第十八願的名號。

三、指第十八、十一、二十二願。曇鸞大師在《往生論註》最後，對此三願

解釋說：「凡是生彼淨土，及彼菩薩人天所起諸行，皆緣阿彌陀如來本願力故。

何以言之？若非佛力，四十八願便是徒設。今的取三願，用證義意」，列舉了此

三願，稱為「三願的證」。

三願的證

這個「的」字，是讀仄聲（ㄉㄧˋ），意思是確實的、實在的。以三個

願來證明，念佛必定往生、必定成佛、必定度眾生。「三願的證」出自曇鸞

大師的《往生論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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曇鸞大師建立「他力論」，「他力論」的意思是說，我們能夠往生極樂世

界，都是由於彌陀的力量，乃至於在極樂世界成佛，以及到十方世界度眾生，都

是阿彌陀佛使我們成就的。建立「他力論」，必須要有經典的依據，曇鸞大師引

用的是《無量壽經》四十八願當中的三個願：第十八願、第十一願、第二十二

願，來證明他所建立的「他力論」。

以第十八願來證明，只要念佛就必定往生，一旦往生，就已經離開六道輪

迴，不是六道輪迴的凡夫，而是極樂世界的聖眾了。

又引用第十一願來證明，到了極樂世界必定成佛。第十一願說：「設我得

佛，國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至滅度者，不取正覺。」也就是說，阿彌陀佛不

成佛便罷，若成佛的話，極樂世界的聖眾就一定成為不退轉的菩薩，而且進

入涅槃。

修行最關鍵在於退轉或不退轉，若退轉的話，成佛就遙遙無期了；若不退

轉的話，則成佛指日可待。所以把「住定聚」（不退轉）擺在前面，然後入涅槃

（滅度）。這樣說好像有次第，可是到極樂世界這二種是沒有前後的，都是當下

證入的。

因為四十八願都已經成就了，第十一願當然也成就了；第十一願成就了，我

們到了極樂世界，一定是領受第十一願的功能當下進入涅槃。因此，曇鸞大師就

引用第十一願來證明，我們依第十八願的功能，到了極樂世界，就能夠依第十一

願的功能而成佛，之後就依阿彌陀佛的第二十二願，倒駕慈航到十方世界廣度眾

生。

曇鸞大師以這三個願來證明，我們之所以能離開輪迴，之所以能成佛，之所

以能廣度眾生，都是阿彌陀佛為我們成就的，是阿彌陀佛讓我們能完成這些的。

所以，這樣的證明很可貴！

三念願力	

指眾生得到阿彌陀佛三種力的加念得以見佛之意。三種力的作用（力用）分

別是大誓願力、三昧定力和本功德力，又作三念願力、三力、三事。善導大師把

這三念願力稱為見佛三昧增上緣。其在《五種增上緣義》（《觀念法門》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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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觀無量壽經》中所說之見佛做了說明：「此即是彌陀佛三念願力外加，故

得令見佛。言三力者，即如《般舟三昧經》所云：「一者以大誓願力加念，故得

見佛；二者以三昧定力加念，故得見佛；三者以本功德力加念，故得見佛。」

三緣慈悲

指三種慈悲，以無緣慈悲為至高無上之悲。

曇鸞大師在《論註》卷上「性功德成就偈」釋中說：「慈悲有三緣：一者眾

生緣，是小悲；二者法緣，是中悲；三者無緣，是大悲」。並指出「安樂淨土，

從此大悲生」。

因此，欲生安樂淨土，只要乘托彌陀悲願，任何眾生無不往生。

三誓偈

《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之後，阿彌陀佛又重新發了一次願，以偈文呈現，這

首偈文稱為「重誓偈」，因為主要的偈文有三段，因此也叫「三誓偈」。「三誓

偈」可說是將四十八願做了總結、歸納。

第一首：

我建超世願，必至無上道，斯願不滿足，誓不成等覺。

第一首偈表明，四十八願是超越十方諸佛的。

意思是說，我所發的四十八大願是超越十方諸佛的願，儘管很難達成，但我

必定要達成，若不達成，誓不成等覺。

「等覺」有二種意思，一是「等覺菩薩」，也就是菩薩階位之第五十一品；

第二是「等正覺」，指佛，也叫「平等覺」，到了佛，都是平等無差別，所以

佛的階位，也叫「等覺」，也叫「妙覺」。「三誓偈」最後都有說「誓不成等

覺」，意思就是不圓滿、不達成、不成就，就不成佛的意思。

第二首：

我於無量劫，不為大施主，普濟諸貧苦，誓不成等覺。

第二首偈表明，四十八大願都是要給十方眾生受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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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佛而言，他是大施主，就

我們而言，是貧苦眾生。「貧」

就是沒有智慧，也就是無明；

「苦」就是六道輪迴。因為沒有

智慧，所以「貧」，因為六道輪

迴，所以「苦」。四十八願涵蓋

了阿彌陀佛全部的功德，然後再

把四十八願的所有功德布施給我

們，使我們能夠消除業障、增長

福慧、脫離六道之苦。

「布施」是佛教名詞，以

現代話來講是「給」，送給對方

的意思。「給」或「送」都是不

講條件的，如果講條件就不是

「送」，就不是佛法的「給」。

佛法的給或贈送，都是白白的、

不講條件的。

這首偈也在顯明他力，亦即

凡夫的往生淨土，以及在淨土成

佛，都來自於阿彌陀佛因地的願

力與果地的佛力使其成就，都是

靠阿彌陀佛的力量。相對於凡夫

的自力，故說佛力是他力。再者，凡夫其實也沒有自力可出輪迴，何況成佛？之

所以能夠出輪迴生淨土證佛果，都是靠阿彌陀佛的力量。

我們一旦信佛念佛，就擁有了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的功德、功能。有人說，

阿彌陀佛發四十八大願，我們要跟他相應，所以我們也要發四十八大願，不是這

樣的。我們只要信受――「信」就是相信不疑慮，「受」就是接受不拒絕，這樣

就可以跟阿彌陀佛相應了。

阿彌陀三尊來迎圖（局部）大勢至菩薩
十二世紀南宋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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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首偈：

我至成佛道，名聲超十方，究竟有不聞，誓不成等覺。

第三首偈表明，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以及因地兆載永劫積植菩薩無量德

行，最後所成就的功德，也就是阿彌陀佛所有的功德都濃縮在這句名號當中。以

現代來說，如同一部計算機就具備了很多功能，又好像一個小小的記憶卡，裡面

就儲藏很多資料。

玄奘大師翻譯的《阿彌陀經》就說，這一句名號具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

德」；而名號和阿彌陀佛本身也是一體的，《無量壽經》就說：「十方恆沙諸佛

如來，皆共讚歎無量壽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議。」所以這一句名號有不可思議的威

神功德。

阿彌陀佛將所有功德成就為一句名號，所以名號是阿彌陀佛所有功德的結

晶；再把這句名號送給眾生，讓我們能很方便地信受、稱念；而稱名的當下，就

擁有了阿彌陀佛為我們發願、修行的功德，就能夠離開三界六道的輪迴，能夠往

生極樂世界，在極樂世界進入涅槃，也就是成佛。因此，「三誓偈」涵蓋了阿彌

陀佛因地、果位，因願、果力等等所有本願力的功能、功德。

所以，《無量壽經》在講什麼？講這一句名號；《阿彌陀經》在講什麼？也

是講這一句名號；《觀無量壽經》在講什麼？也是講這一句名號！

《無量壽經》第十八願說「乃至十念」，第十八願成就文說：「乃至一念，

至心迴向，願生彼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無量壽經》「流通文」說：

「歡喜踴躍，乃至一念；當知此人，為得大利，則是具足，無上功德。」都是在

說名號，都是在說念佛。

第十八願成就偈說：「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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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也是在講名號，講念佛。《無量壽經》同本異譯的《大乘無量壽莊嚴經》

也說：「我若成正覺，立名無量壽，眾生聞此號，俱來我剎中；如佛金色身，妙

相悉圓滿，亦以大悲心，利益諸群品。」也都是在說名號。

《觀無量壽經》雖然說了三福九品、十三種定觀，可是這是鋪路引導，最後

還是在於專稱名號。所以《觀無量壽經》後面「流通分」結論的地方就說：「佛

告阿難：汝好持是語，持是語者，即是持無量壽佛名。」可知《觀經》的歸結是

「持名」，不是「觀像」。因此，善導大師就做一個結論說：「上來雖說定散兩

門之益，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都是導歸在「專稱彌陀佛

名」。因為「專稱彌陀佛名」是阿彌陀佛的「願」，所以說「望佛本願」。

《阿彌陀經》也是「望佛本願」，也是從阿彌陀佛的根本願出發，來講《阿

彌陀經》的。

《阿彌陀經》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

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真聞就

是真信，真的聽到了阿彌陀佛為我們成佛的來龍去脈的時候，阿彌陀佛的名號、

阿彌陀佛的生命，就進入到我們的心中了。當下我們就跟阿彌陀佛是機法一體，

佛凡不離了，所以說「執持名號」，內心跟名號是執持在一起的，永不分離的；

我們的生命之中有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生命之中有我們，念佛人整個骨髓、血

液都跟阿彌陀佛的生命交融在一起。因此，即使一日，乃至七日，都會一生不變

的跟阿彌陀佛在一起，永不分離。

三嚴

彌陀的極樂世界，分為三種莊嚴：國土的莊嚴、阿彌陀佛本身的莊嚴，還有

往生到那裡的聖眾莊嚴。

這是依據天親菩薩《往生論》來講的。天親菩薩《往生論》說，極樂世界

的國土莊嚴有十七種，阿彌陀佛的莊嚴有八種，聖眾菩薩的莊嚴有四種，這三種

領域的莊嚴加上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就完全涵蓋了極樂世界。所以阿彌陀佛

成佛，成就「三嚴」，成就了極樂世界，成就了他本身，也成就了這一句名號

來度脫十方眾生到極樂世界去成佛。然而，「三嚴」也好，阿彌陀佛也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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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念佛眾生與極樂世界聖眾也好，都是一體的，都含攝在這一句「南無阿彌陀

佛」當中。

三心

第十八願講到的「至心、信樂、欲生」，《觀無量壽經》講到「至誠心、

深心、迴向發願心」，這個「三心」也是一致、一體的。當然《觀經》有「要門

三心」與「弘願三心」，但目的在回歸「弘願三心」，「弘願三心」與第十八願

「至心、信樂、欲生」是吻合一致的。

四十八願當中的「攝生三願」――第十八願、十九願、二十願，也都各自有

三心。第十八願的三心是「至心、信樂、欲生」，第十九願的三心是「至心、發

願、欲生」，第二十願的三心是「至心、迴向、欲生」。

三個願的「三心」內容各不一樣，第十八願純顯他力，是「他力三心」，第

十九願、第二十願是導自力入「他力三心」。他力、自力分別在哪裡呢？在於是

全靠彌陀的救度，還是想靠自己的修行功德。念佛完全是靠阿彌陀佛的救度，所

以說「本願念佛」、「本願稱名」。

三要：信願行

眾生因為有三毒――貪瞋癡，故有六道輪迴之苦。大乘佛教則是以解脫輪迴

之苦為出發點，並以成佛為目標。

以整個大乘佛教教理來說，可以大分為二門：一個是通途法門，一個是特別

法門。

通途法門又稱聖道門、自力、難行道，這是大乘佛教八大宗派除了淨土宗

之外，七個宗派都名為聖道門，這七個宗派都是要依自力修行三學戒定慧為通

軌，所謂「勤修戒定慧，斷除貪瞋癡」，而脫離六道輪迴之苦，進而完全斷除

三惑――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而成就佛果。這便是「聖道門，自力，難

行道」。

淨土門即是他力、易行道，所以淨土門不依這個自力、難行道的通軌，而是

依信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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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願行也分為「他力」跟「他力中自力」。

所謂「他力中自力」，是信有彌陀，信有極樂，而願生極樂，進而精進念

佛，累積功夫與功德，以迴向求生極樂，這是他力中的自力。

所謂「他力」是，不只信有彌陀、信有極樂，並且相信彌陀的根本願力，

就是主動為我發願修行，成就極樂世界，並完成往生極樂世界的功德資糧，亦即

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字萬德洪名，來迴向給十方眾生、救度十方眾生。十方眾

生只要信順、信受，亦即「信而不疑，順而不違，受而不拒」，當下便擁有阿彌

陀佛迴向的功德，就獲得往生極樂世界的身分。此後，任運自然的來稱念彌陀佛

名，也就是稱念彌陀本願力所成就的名號，所謂「本願稱名」。這即是淨土宗四

句偈宗旨所說的「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往生彌陀淨

土成佛之後，便能「廣度十方眾生」。

這信願行，三即是一，一即是三，信受彌陀救度，自然含有願生彌陀淨土之

意，信後便會任運自然地專稱彌陀佛名。

這樣的念佛人，《無量壽經》說「即得往生，住不退轉」，又說「為得大

利，則是具足無上功德」。《觀無量壽經》讚歎說：「若念佛者，當知此人，

則是人中芬陀利華；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當坐道場，生諸佛

家。」善導大師以「五種嘉譽」讚美說「人中好人，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

人，人中稀有人，人中最勝人」。曇鸞大師說「不斷煩惱得涅槃分」，所謂

「凡夫菩薩格」，因此淨土宗的特色就是「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這就是「三要」信願行的真義。

三妙

念佛有三種妙。所謂「妙」，就是不可思議之意。以阿彌陀佛威神功德不可

思議之故，致使信佛念佛有這三種妙。

一、「簡捷妙」：但念一句佛號，便得橫超三界，即是最簡單最快捷之妙。

二、「殊特妙」：但念一句佛號，便得超生淨土，即是最殊勝最特別之妙。

三、「圓頓妙」：但得往生淨土，便入一生補處，即是最圓滿最頓超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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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

一、信極樂是我的。阿彌陀佛建造了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

再無生老病死，再無顛倒恐懼。這個唯一的事實，你是否確信無疑？

二、信念佛必往生。阿彌陀佛立下莊嚴誓願，接引一切眾生（我）到極樂世

界，快速成佛。條件是被接引者（我）念阿彌陀佛的名號。這個唯一的事實，你

是否確信無疑？

三、信佛願不虛誑。因以上事實，若我念阿彌陀佛名號，無論何時何地、何

種念法，阿彌陀佛必定履行誓願，接引我前往極樂世界。這個唯一的事實，你是

否確信無疑？

三不

一、一向專稱不雜修。不必修那些數不清的行法，只需開口念「南無阿彌陀

佛」，沒有任何門檻，不花錢，不費力，只要能念佛，最終都能往生。

二、一生成就不歷劫。不必經歷數不清的劫數，只此一生，臨終即被佛迎

接，開開心心出六道、成佛道。

三、一生補處不經位。初到極樂，便至等覺；不歷僧祇，即得佛果。不必擔

心中途遇到魔障，或退墮下來。

有這「三不」，士農工商，年老年少，智慧愚笨，忙人閒人……任何人，縱

使不改變原有生活狀態的情況下，只要能隨緣隨力，開口念佛，都能輕鬆成佛。

三信三不信

這裡所說的「三信三不信」，是曇鸞大師《往生論註》下卷開頭所講的，內

容如下：

無礙光如來名號，能破眾生一切無明，能滿眾生一切志願。

然有稱名憶念，而無明猶在，而不滿所願者。何者？由不如實修行，與名義

不相應故也。

云何為不如實修行、與名義不相應？謂不知如來是實相身，是為物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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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三種不相應：一者，信心不淳，若存若亡故；二者，信心不一，無決定

故；三者，信心不相續，餘念間故。

此三句，展轉相成：以信心不淳，故無決定；無決定，故念不相續。亦可：

念不相續，故不得決定信；不得決定信，故心不淳。

與此相違，名「如實修行相應」。是故論主建言「我一心」。

這一段法語非常好，在淨土宗的教理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一段法語是

說，念佛能夠「破暗滿願」。

「破暗」就是破無明之闇，無明有二，癡無明與疑無明；

「滿願」就是滿所有之願，滿願也有二，往生願與一切願。

這裡的「破闇滿願」，主要是指破疑無明之闇，及滿往生成佛之願。只要無

疑，必定往生，一旦往生，必破癡無明，也必滿一切願。

然而，念佛而不能破闇滿願，曇鸞大師說明，乃由於「二不知、三不信」，

也就是這段法語所講的，不知阿彌陀佛是「實相身」、是「為物身」。

實相身是阿彌陀佛成正覺的實相，為物身是阿彌陀佛成正覺的目的，也就是

救度眾生。

阿彌陀佛既然已經成正覺（實相身），就百分之百能夠救度眾生（為物

身），能信知彌陀實相為物之二身，即能破疑無明。由於不知，故有疑心，有疑

心故不信，此之不信開展為「三不信」，就是「信心不淳、信心不一、信心不相

續」。若有此二知，即能信心淳、信心一、信心相續。故二知即有三信，三信即

是一心，故天親菩薩《往生論》一開頭就表露自己對阿彌陀佛歸命的信心而說：

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

曇鸞大師這段法語有四個主題：也就是「破闇滿願」、「實相為物」、「三

不三信」、「名體不離」。

也就是曇鸞大師解釋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名號所含具的光明，是有「破闇

滿願」的功能，破眾生無明之闇，滿眾生往生成佛之願。同時又闡釋這句光明名

號是「實相身」也是「為物身」。勸勉我們要具足「三信」，也就是一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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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代　十界地獄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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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受彌陀救度而不要懷疑。為什麼？因為「名即法」，也就是「名體相即不離」

之故，阿彌陀佛本身所具足之所有功德與功能，全部在他的名號當中。因此，不

管何人，但能專稱彌陀佛名，現生即能蒙佛光明保護，臨終即能蒙佛蓮花接迎，

往生彌陀淨土而成佛。

三勸願生

釋迦牟尼佛在《阿彌陀經》當中，懇切慇勤的勸導眾生往生極樂世界，前後

有三次。經文說：

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

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三次勸願，即是無量次勸願，即是常常勸願，顯示勸導眾生往生極樂世界是

佛陀出世的本懷。因為往生極樂容易，只管念佛便可，一旦往生極樂，當下完全

脫離六道輪迴之苦，同時獲得一生補處而快速成佛。既容易又殊勝，所以佛陀以

弘揚念佛法門為其出世的本懷，常勸眾生念佛往生極樂世界

三願三生

釋迦牟尼佛在《阿彌陀經》說：

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

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

顯示，任何時代，任何眾生，只要願生都能往生。過去願生，過去已經往

生；今生願生，今生也必定往生；若是將來才願生，將來也必定往生。

顯示，不管任何眾生，只要願生，必定往生。而且願生之人，現生已經預先

獲得不退轉的身分，不但永遠不受三界六道輪迴之苦，同時也已經在成佛之道上

永不退轉。因此，淨土宗的特色之一就是「平生業成，現生不退」。

三生果遂

這是指第二十願。第二十願是「三生果遂願」，第十九願、第十八願是「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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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往生願」。「三生果遂願」是「結緣願」，也就是說，不是今生往生極樂世

界，可是因為跟阿彌陀佛結緣了，阿彌陀佛本來就是積極地要救度眾生，不結緣

便罷，一旦結緣，阿彌陀佛就永不放棄。所以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形容說，

「如吞鉤之魚，在水不久」，一條魚已經被魚鉤釣到了，即使還在水中，時間

也不會長久，總有一天就會被釣上岸來。阿彌陀佛就是以第二十願來「釣」所

有的眾生，下一輩子或下下輩子一定要讓結緣的眾生往生，這個就是第二十願

的功能。

三尊來迎

往生的時候，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以及極樂世界諸聖眾，

自然會來迎接我們，不會讓我們孤單的、毫無頭緒的，不曉得往哪裡去。一般人

臨命終時，有一個現象，就是六神無主、神識茫茫、沒有依靠，不曉得要往哪裡

去才好。但是念佛人不會這樣。念佛的人現在就跟阿彌陀佛機法一體，三尊來迎

只是一個迎接的儀式，其實念佛人都自然、必定往生的。

三不遠	

指雖然阿彌陀佛的淨土在西方十萬億佛土之彼方，但是，彼淨土並不遙遠的

三個說法。在《無量壽經》、《阿彌陀經》中都說：「阿彌陀佛的淨土在西方過

十萬億佛土的彼方」。但《觀無量壽經》說「淨土去此不遠」。三不遠正是對以

上記載的解釋。

一、分齊不遠：十萬億雖然在遙遠的彼方，但是，與無量相比，就很近，故

稱不遠；

二、往生不遠（道理不遠）：十萬億雖然在遙遠的彼方，但是，一念往生，

須臾之頃、一瞬之間即可到達，故稱不遠；

三、來現不遠（觀成不遠）：只要眾生觀想見佛，因佛力加被，即可於定中

見佛與淨土，故稱不遠。

三聚

就是正定聚、不定聚、邪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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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聚：對於我們淨土法門來講，信佛、念佛，必定離開輪迴、必定往生、

必定成佛，這叫「正定聚」。

不定聚：雖然念佛，可是靠自力，那就不一定往生，為什麼？因為自力很艱

難，會導致心中無法百分之百地肯定一定能往生，這叫「不定聚」。

邪定聚：「邪定聚」的「邪」，意思不是邪惡，而是偏離，表示不學淨土法

門，就與淨土法門無關，與往生極樂世界無關。

三橫超

三橫超是指信佛、念佛可以橫超三個很艱難的關卡。

第一個橫超：直接橫超六道輪迴，永脫苦難。要離開六道輪迴，必須斷見

惑、破思惑。二千多年來，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一直到現在，修行者非常的

多，可是真正斷煩惱，證得阿羅漢果，能夠脫離輪迴的，沒有一、二個。由此可

知，脫離輪迴是一個很高峻、很艱難的關卡，可是我們只要信佛、念佛，就能夠

橫超、跨越這個關卡。

第二個橫超：直接橫超聲聞緣覺，不滯小乘。聲聞、緣覺雖然離開了三惡

道，卻永遠沒辦法成佛；縱使迴小向大，發菩提心要成佛，若沒有達到「正定

聚」也仍舊會退轉。可是念佛到極樂世界，第十一願就說「住定聚」，到極樂世

界就自然進入「正定聚」，輕易地跨越「正定聚」的關卡。

第三個橫超：直接橫超三不退轉（念不退、行不退、位不退），直至涅槃。

極樂世界是涅槃的境界，往生極樂，就讓我們進入涅槃，不必熬經三個大阿僧祇

劫，及歷經五十一個階位。

《無量壽經》下卷也說：「必得超絕去，往生安樂國；橫截五惡道，惡道自

然閉。昇道無窮極。」

可知，淨土宗是橫超速證的法門，彌陀救度眾生有這三個三橫超。

這三橫超是直接的，同時的，立即的，不經劫，不經位。

這三橫超正是眾生自力斷惑證真的三道難關：脫離生死輪迴難、不滯小乘證

入大乘不退轉位難、直趨大涅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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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深知凡夫業深障重，無力出離輪迴，何況成佛？因此以根本願使眾生念

佛，直接脫離六道輪迴，往生彌陀淨土；並以此願使眾生超越小乘與大乘，而直

至佛果，使眾生順利度過三關，此即橫超速證。

十方所有一切眾生，只要信佛念佛，必定往生，往生必定成佛，成佛必定廣

度十方眾生。所以，淨土法門，就是橫超的法門，橫超就是淨土法門的特色，內

容就是這三個橫超。

三福

「三福」是《觀經》「序分」所說三種福業，即世福、戒福、行福。所謂

福，是善根的異名。世間之善，如仁義禮智信等，稱為世福。佛教大小乘戒律之

善，稱為戒福。特別以大乘殊勝之行善，稱為行福。

一、世福：「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前兩句為敬上

行，後兩句為慈下行。慈心不殺為十善之首，故特別提出。

二、戒福：「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歸依佛法僧三寶，稱為三

歸。始從不信佛轉入信佛，捨邪歸正，稱為翻邪三歸。此後受大乘三聚淨戒、十

重四十八輕戒，或小乘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為受戒而更歸三寶，稱為受

戒三歸。總受持大小乘戒律，為具足眾戒。於持戒之上，慎護種種微細之行，如

大乘八萬四千威儀，小乘三千威儀，而不毀犯，即是不犯威儀。

三、行福：「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聖道門與淨土

門對菩提心的定義不同。聖道菩提心，願行皆在此土。淨土菩提心，此土發願，

淨土修行。此處的行福菩提心通於聖道、淨土。三輩九品中所說菩提心，是以淨

土門菩提心為主。深信因果，即總信一切六凡四聖因果。讀誦大乘，也通含聖

道、淨土一切大乘經典。勸進行者，為自行教他，共向佛道。

以上三福諸善，一一迴向求生極樂，總為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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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輩

《無量壽經》講「三輩」――上輩、中輩、下輩，《觀無量壽經》講「三輩

九品」。三輩九品是概略指出所有眾生的根機，眾生無量，所以根機也是無量，

三輩展開即是九品，九品展開即是八十一品，乃至無量品。講三輩九品是為了引

導所有一切眾生進入「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三三之品

《往生論註》卷下說：「願往生者，本則三三之品，今無一二之殊。」

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的根本願――「念佛往生願」所攝受救度的十方眾生，

其秉性、素質、能力、環境、因緣，雖有聖凡、善惡、利根、鈍根、上中下等三

輩九品，乃至無量品之不同，但若同樣信受彌陀救度，同樣專稱彌陀佛名，則往

生極樂世界之後，即同證一佛之果，彼此無別。不同的萬種根機品類，由於同

信、同願、同行而平等，沒有品位高下勝劣之差別，故《往生論註》下卷又說：

同一念佛無別道，遠通法界皆兄弟。

善導大師《法事讚》卷下也說：

同因同行至菩提。

這即是《觀無量壽經》〈流通分〉所說的：

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

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

當坐道場，生諸佛家。

三忍

《觀無量壽經》中，韋提希夫人看到阿彌陀佛顯現空中，她當下就得到了

「無生忍」，即是「無生法忍」。「無生法忍」是菩薩十地階位當中的七地以上

階位。

「無生法忍」有聖者的「無生法忍」與凡夫的「無生法忍」。凡夫的「無生

法忍」是指信受彌陀的救度，念佛人一旦信受彌陀的救度，自然有「無生法忍」

的功能。為什麼？因為這個人一定往生極樂世界，離開輪迴，往生極樂世界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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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就能進入不生不滅的境界，

也就是「無生法忍」，因此善導大

師解釋這裡的「無生忍」為「三

忍」。

「三忍」是指「喜忍、悟忍、

信忍」，喜是看到阿彌陀佛而歡

喜，悟是領悟彌陀的救度，信是信

受彌陀的救度。所以《觀無量壽

經》所講的「無生忍」，對我們來

說，就是這「三忍」。

三緣

意為僅是稱名一行，就能得

到阿彌陀佛光明的攝取，獲得三

種利益。

三緣：指親緣、近緣、增上

緣，又稱攝取三緣。

此三緣就《觀無量壽經》第九

真身觀裡所說的：「光明遍照十方

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之文，

善導大師根據自身的宗教體驗，闡

述了僅靠念佛就能得到攝取的理

由，這在《觀經疏．定善義》中有

明確開示。即：

一明親緣：眾生起行，口常稱佛，佛即聞之；身常禮敬佛，佛即見之；心常

念佛，佛即知之。眾生憶念佛者，佛亦憶念眾生；彼此三業不相捨離，故名

親緣也。

二明近緣：眾生願見佛，佛即應念現在目前，故名近緣也。

阿彌陀佛坐在山洞裡
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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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增上緣：眾生稱念，即除多劫罪；命欲終時，佛與聖眾自來迎接；諸邪

業繫無能礙者，故名增上緣也。

自餘眾行，雖名是善；若比念佛者，全非比校也。

一、親緣，顯示了稱名行者超越了凡夫與佛之間的隔絕，與阿彌陀佛有著非

常親近的關係。本願成就的阿彌陀佛，使一切眾生平等往生極樂的願心，與念佛

眾生的願生心，在「同願」這一點上便形成了佛與凡夫之間的親密關係。善導大

師將此表述為「彼此三業不相捨離」。這說明了行者三業因口稱佛名而與阿彌陀

佛一體。本來，稱名這一口業一行，並不只是口業，身業合掌禮佛和意業念佛中

以稱名一行貫徹所有，稱名一行具足三業。阿彌陀佛一一見到、聞到、知道稱名

念佛者具足的身、口、意三業，而且念佛人持續不斷地行持三業中的口稱一行，

是把佛放在心中而不忘失的行為，因此，佛也會感知行者而憶念行者。另外，對

佛來說，即使只有意業，缺了身、口二業，也能表示彼此的三業，是因為佛順應

了眾生的三業，佛只與這樣的眾生在人格上相對應。

二、近緣，稱名的行者只要想看到阿彌陀佛，佛即應聲出現在行者面前，行

者即可見到佛。行者見佛的願望與佛的應聲即現，都在行者稱名一行上得到

實現。此即「同門」之理。不管稱名之行者見與不見，阿彌陀佛都會現身於

行者前。

三、增上緣，即因稱念佛名有滅罪之功能，故念佛人至臨終時，阿彌陀佛與

諸聖眾就會自動前來迎接，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善導大師說，只要念佛，就蒙受阿彌陀佛的光明攝取，如果沒有念佛，就無

法蒙受彌陀光明攝取，原因在哪裡？就在善導大師舉出的這三個緣――「親緣、

近緣、增上緣」。因為念佛有這三緣，所以獨蒙彌陀攝取，沒有念佛，因為沒有

這三緣，所以無法蒙受彌陀攝取。

三遣

善導大師在《觀經四帖疏》中說，無論是阿彌陀佛也好，釋迦牟尼佛也好，

十方諸佛也好，都對我們「三遣」――「佛遣捨者即捨，佛遣行者即行，佛遣去

處即去」。意思是要我們捨掉雜行，專念彌陀名號，往生彌陀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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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問

善導大師有念佛三不問。念佛人以往生為目的，往生之事重大，因此疑心

多，顧慮也多，經常問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樣那樣的事情。善導大師說「不問罪

福多少，不問時節久近，不問時處諸緣」，這叫三不問。善導大師說：

一切凡夫，不問罪福多少，時節久近，但能上盡百年，下至一日七日，

一心專念，彌陀名號，定得往生，必無疑也！

無問罪福時多少，心心念佛莫生疑。

這三不問，我們學淨土法門的要加以瞭解――不問罪福多少，不問時節久

近，不問時處諸緣。第一個指根機，第二個指時間，第三個指因緣。

三三昧

《無量壽經》說阿彌陀佛因地修行是住「空、無相、無願之法」，這三種三

昧就是「三三昧」。「三昧」是印度話，也叫做「三摩地」，意譯就是「正定、

正受、等至、等持」，止息雜念，心不散亂。是一切禪觀的通名。本來三昧是自

力的功夫，由持戒，然後心靜、不散亂、進入寂靜、進入定境。

「念佛三昧」也分自力與他力。自力的「念佛三昧」就是靠念這一句名號來

達到功夫上的一心不亂而入定；他力的「念佛三昧」是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

佛名的本身，每一句都是念佛三昧。所以《大集經》就說「若人但念阿彌陀，是

名無上深妙禪」，也就是說，只要專稱彌陀佛名，功能等同於無上禪定，因為無

上禪定的功能、功德，都在這一句名號裡面。所以凡夫也能得念佛三昧，只要信

佛念佛就可以了。

三十二相

三十二相就是成佛的相，我們到極樂世界自然就是「三十二相」。就佛來

講，有三身――「法身、報身、應化身」，這三十二相是指「應化身」來講的，

但「應化身」不離「法身、報身」，三身是一體的。

三品懺悔

三品懺悔是自力的懺悔。自力的真正懺悔有三個層次：上品懺悔、中品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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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下品懺悔。善導大師在《往生禮讚》就說：「上品懺悔者：身毛孔中血流，

眼中血出者，名上品懺悔。中品懺悔者：遍身熱汗從毛孔出，眼中血流者，名中

品懺悔。下品懺悔者：遍身徹熱，眼中淚出者，名下品懺悔。」

一般道場的「拜懺」就是懺悔，大家想想，那個時候我們是哪個品的懺悔

啊？是上品？中品？還是下品？可以說是三品無份！但是能夠圓滿「三品懺悔」

的就是信佛、念佛。信佛、念佛自然就擁有「三品懺悔」的功能。為什麼？善導

大師說：「五逆之與十惡，罪滅得生；謗法闡提，迴心皆往。」又說「利劍即是

彌陀號，一聲稱念罪皆除。」所以念佛就具足三品懺悔的功能了。

三垢	

垢是煩惱的異稱，污垢穢身，煩惱穢心。指污染人心的三種根本迷妄，即貪

慾、瞋恚和愚癡。也稱三毒、三火、三垢冥。《無量壽經》「重誓偈」說「消除

三垢冥，明濟眾厄難」。此外，還有「三垢消滅，身意柔軟，歡喜踴躍，善心生

焉」的經文。

因此，念佛人有現當二益：現生能滅三毒之罪，當生能斷三毒之根。

三根本（無常）

生命無常有三個根本：

第一，必定會死；第二，死期不定；第三，死時無助。

將死的時候，世間任何事物都沒有能力幫助。親人幫助不了，不能代替我們

病苦、死亡與輪迴；權勢、地位、榮華富貴也不能幫助；我們本身再怎麼有能力

也幫助不了，意思是說，即使這一輩子，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或者有人格、有

道德、有修行，到死的時候，一點力量都沒有。因為離開輪迴不是靠這一些，是

煩惱斷了沒有，只要煩惱還沒斷，深入經藏、智慧如海也好，或者禪定功高、功

德巍巍也好，還是在生死輪迴當中，還是離不開閻羅王的手掌中。那念佛人呢？

念佛人是直接超越輪迴，直接超越五十一個階位進入佛的境界。

三定死

「死」，一般人都不喜歡看到、聽到、想到，今天三重分會喬遷之喜，這個

「死」對我們來講其實是很好的。（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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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法師曾提到「四個它」――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對於

死，我們要接受它，接受它之前要先面對它，要面對死，才能夠處理死。死像一

個大麻煩，要面對這個大麻煩，不要讓這個大麻煩在我們的背後一直糾纏不清，

無有了時。

「三定死」是善導大師在《觀經四帖疏》中的「二河白道喻」所講的。「二

河白道」是譬喻一個修學淨土法門的人的心路歷程。

「二河白道喻」有二個核心：第一個核心是行者的「三定死」，迴亦死，住

亦死，去亦死；第二個核心是彌陀的「呼喚聲」，阿彌陀佛呼喚說：「汝一心正

念直來，我能護汝！」

一個無常觀深厚的老實修行人，修行到最後才領悟到自己依然是煩惱深重的

生死凡夫，他所修行的種種法門一點都不能讓他解脫，猶如善導大師「機深信」

所說的：「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無有出離之緣。」而現在正是生

死存亡，進退維谷交關之際，唯有死之一路，沒有第二條路。這樣的面對死、凝

視死，有了決定會死的覺悟，才開始看出一線曙光，讓他領悟出唯有念佛這一條

路才是解脫之道。因此捨命西歸，真心徹到，這時才開始聽到釋迦牟尼佛的殷切

發遣而說：「仁者但決定尋此道行，必無死難，若住即死。」與阿彌陀佛的呼喚

保證而說：「汝一心正念直來，我能護汝！眾不畏墮於水火之難。」而從此安心

無懼地走上淨土之白道，一心念佛無疑無慮，在阿彌陀佛的攝取不捨之中，終於

順利安然地往生淨土。可說在大死一番的當下，反而獲得大活現成。

順便一提，「二河白道喻」之中的「白道」是什麼意思呢？善導大師以

「佛、凡」二方作為解釋。

所謂「佛」是指阿彌陀佛的願力，所謂「凡」是指念佛人的信心。

譬喻阿彌陀佛的願力之文，是在二河白道喻的後面說：「不顧水火二河，念

念無遺，乘彼願力之道。」意思是說，行走白道的這個念佛人，不用顧慮自己貪

瞋的煩惱，應該行走阿彌陀佛願力的白道，勇往直前，不生退怯。

譬喻為念佛人的信心之文說：「眾生貪瞋煩惱中，能生清淨願往生心。」眾

生貪瞋的煩惱就是白道二邊的水火二河，是不清淨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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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導大師解釋白道，一方面說是念佛人的清淨信心，一方面說是阿彌陀佛的

願力之道，這就顯明阿彌陀佛的願力之道生起念佛人的清淨信心，念佛人的清淨

信心，生自阿彌陀佛的願力之道。顯明念佛人的信心跟彌陀的願心是一體的，有

「機法一體」、「佛凡不離」的含意。

因此，雖說是清淨之心，但也是阿彌陀佛的悲智願心，否則，凡夫只有貪瞋

煩惱，何有清淨之心？

所以《無量壽經》說：「為眾開法藏，廣施功德寶。」「專求清白之法，以

惠利群生。」「以大莊嚴，具足眾行；令諸眾生，功德成就。」

意思是說，阿彌陀佛因地之昔，要使十方眾生成就功德，有此功德，十方眾

生便能離開三界六道輪迴之苦，往生極樂世界獲證涅槃之樂。因此彌陀誓言「若

不生者，不取正覺」，意思是說，若不能使十方眾生往生極樂，自己就不成佛，

如今彌陀成佛以來已經十劫，故能令眾生圓滿成佛功德。此功德即是阿彌陀

佛的，也是十方眾生的，所以這一條白道既是佛的願力之道，也是眾生的清

淨信心，眾生只有貪瞋煩惱，唯此願生的信心是清淨的，因為來自於阿彌陀

佛的緣故。

三位三愛

是指「臨終三位」與「臨終三愛」，就是說人臨終的時候，心有三種現象：

第一、是「心明了位」。

第二、是「自體愛位」。

第三、是「心不明了位」。

首先「心明了位」，就是臨終還沒斷氣時，心還很清醒，眼睛還能看，耳朵

還能聽，五官的作用還清清楚楚；慢慢地眼睛看不到、耳朵聽不到、四肢也不能

動了，只剩下意識，這個時候就是「自體愛位」。

接著「自體愛位」就是執著自體，執著本身的肉體，也分為三種：就是「境

界愛」、「自體愛」、「當生愛」。這個「愛」，就是「執著」的意思，這就是

「臨終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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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愛」：先是對丈夫、

太太、小孩這些眷屬的留戀，以

及動產、不動產的執著，因為就

要離開了，因此難分難捨，這就

是「境界愛」。

「 自 體 愛 」 ： 等 到 眼 睛 看

不到，耳朵聽不到，四肢不能

動，只剩下心念的時候，內心

所執著的，就是自己的身體，

雖然外在的眷屬不能保持，起

碼這個身體還能夠保持，這就

是「自體愛」。

「 當 生 愛 」 ： 到 了 快 斷 氣

的時候，中陰身漸漸顯現，他就

執著中陰身，所以叫做「當生

愛」。「當生」就是當來他接受

生命的果報，執取當來果報的生

命，叫做「當生愛」。

一般人不了解這種宇宙人生

的因緣，苦空無常無我的道理，

總是會產生執著――對自身的執

著，對外境、眷屬、動產、不動

產、名位、地位的執著，而且非

常強烈。學佛的人因為了解這個

道理，到時候就會放下。

為什麼說到時會放下呢？因為我們都是凡夫，對世間種種，難免執著，包括

對家庭的責任、對眷屬的留戀，以及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或地位。學佛的人雖

然過這樣的生活，但是他心裡很清楚，知道這只是人生的本分，並不是人生最後

二河白道圖　江戶時代　
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藏



56

宗
學
理
論

的目標。尤其是念佛的人，知道自己現在念佛，當臨終要面臨選擇，他當然會選

往生極樂世界，放下一切，不再執著，因為知道一切的執著留戀，到頭來還是

成空。

如果對這一點不確定、不清楚，因執著而錯失往生的機會，這樣就會繼續墮

落下去，不但不能和親友相聚，將來投胎轉世，彼此相遇也不相識。唯有往生極

樂世界，有阿彌陀佛給我們的功德福報，讓我們能夠庇蔭子孫；有阿彌陀佛給我

們的神通道力，讓我們能夠救度生生世世的父母、子孫、六親眷屬。

念佛人心中了解這個道理，所以雖然在世俗的生活當中，跟一般人一樣，但

最後要二選一的時候，他就會萬緣放下，一心念佛，往生極樂世界。

最後「心不明了位」，是說人斷氣的時候，第六意識就離開了，會隨著阿

賴耶識中過去的業，毫無抵抗力地去受報，不能自己做主。第六意識能讓我們做

主，讓我們分辨事情的好壞，而且有意志力去做好事、捨壞事；斷氣的時候這種

心就失去了，就會隨業輪迴。

該墮落地獄的，地獄景象就顯現；該墮落餓鬼道的，餓鬼道就顯現。當境

界現前，心中會非常恐怖。而且業境一現，我們既不能抵抗，也不能分辨。比如

說墮落刀山劍樹的人，當時所看到的，往往是美麗的花園景象，他一見歡喜就進

入，結果墮落刀山劍樹，受刑罰了！若是墮落餓鬼道或其它地獄的，有時會看到

天仙美女，一時產生貪戀跟隨而去，當下就墮落了！

所以，人死後在中陰身見到的景象，都是幻化的，隨著心、業在幻化，既是

幻化都屬顛倒，表面上看到好的、歡喜的境界，其實都是壞的、痛苦的去處。

三隨：臨終三隨──隨重、隨習、隨念

「臨終三隨」，就是人斷氣之後，投胎轉世所依隨的現象。「三隨」，就是

隨重、隨習、隨念。

隨重：就是「隨重業」―― 一個人生前所做的，若是重的惡業，一斷氣，就

實時墮入地獄，甚至還沒有斷氣，神識已經到地獄受刑罰。看起來他是躺在病床

上，受病苦折磨而哀叫，其實神識已經在地獄接受刑罰了！如果這個人生時做很

多善事，應該生天或再出世做人，享受富貴，一斷氣就上天或出生在人間，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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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中陰身。

隨習：就是「隨習慣」―― 一個人平生沒有做特別重的善事或惡業，但是他

平常有某種習慣，死後自然就隨著這種習慣去投胎轉世。

隨念：就是生時沒什麼重的善惡業，也沒有固定的習慣，但臨終之時特別

想念著某種境界，那麼，他就會去那種境界投胎轉世。比如臨終時非常專一思惟

善的道理，那麼他斷氣當下，就生天或繼續做人，來享受善的福報；若斷氣的時

候，突然生起非常瞋恨的念頭，往往都會墮入三惡道，或是做毒蛇猛獸。如果

一個人生時沒有學佛、修行，但臨終時有人為他助念，引起他念佛的心念，這

樣他命終就往生極樂世界，而且阿彌陀佛也會率領著觀音、勢至等清淨海眾，

來迎接他。

念佛人的「重業」

若論我們念佛人的「重業」，是什麼業呢？就是「念佛」。念佛本身有不可

思議的功德，有阿彌佗佛的大願業力為增上緣。

因為，我們將念佛當作我們的生命，將阿彌陀佛當作我們的依靠，所以我們

的重業就是念佛的業。不管我們是在佛堂、在家裡或在工作，不管有空沒空，總

之，行住坐臥、時處諸緣，我們的習慣就是念佛。等到臨終的時候，阿彌陀佛自

然會現前來迎。

所以不論是隨重業、隨習慣或隨念頭，我們都不離開「南無阿彌陀佛」。只

要平生是念佛人，臨終阿彌陀佛一定現身接引。因為阿彌陀佛大慈大悲，不會捨

棄我們；因為阿彌陀佛有大神通力，知道我們何時臨終，臨終會遭遇什麼境界，

是昏迷還是病苦不能念佛，阿彌陀佛都知道，阿彌陀佛都會護佑。

所以我們現在負責念佛，將念佛作為我們的重業、習慣，臨終若能念佛，

當然還是一心念佛；萬一因個人業緣的關係而昏迷，也要放心。因為雖然器官昏

迷，但神識仍在，阿彌陀佛來接引的時候，我們一樣看得清清楚楚。臨終若因病

苦不能念佛，但是心中明白時間一到，阿彌陀佛會來接我們，心中就會安穩、安

慰、不驚慌，也不會六神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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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三大要

第一：善巧開導安慰，令生正信者。

第二：大家換班念佛，以助淨念者。

第三：切戒搬動哭泣，以防誤事者。

「臨終三大要」是印光大師所說的。印光大師說：「將終之時，正是凡、

聖、人、鬼分判之際，一髮千鈞，要緊之極。果能依此三法以行，決定可以消除

宿業，增長淨因，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得往生，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

《無量壽經》五惡段之第五說：「大命將終，悔懼交至。」

平生之時若不信佛念佛解決生死大事，臨終必流後悔之淚，過去之悔與後生

之懼，二種痛苦心境交纏並生。

這個悔是悔甚麼？當要捨去一生所依靠的健康、妻兒、事業、財富等，方知

所有一切都是身外之物，都成為水泡，絲毫不能依靠，所謂為誰辛苦為誰忙？而

從來未曾為自己修行，累積功德，沒有先為自己的臨終做準備，現在臨終，已是

時不我與，切身後悔的念頭一時湧上心頭。

這個懼是懼甚麼？在自己毫無依恃、毫無防備之際，突然要獨自面對過去以

來的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等百千罪業總決算的因果報應之後生，此時，身處

眾苦縈纏，逼迫而來之境，心緒紛亂，六神無主，孤獨無伴，前程茫茫，因而徬

徨無依，恐懼、顫慄於不知將往何處？

因此，若能依此「臨終三大要」，便能助人永離輪迴，往生淨土直至成佛。

三途見光

地獄、餓鬼、畜生之三惡道的眾生，陽間之家親眷屬為其念佛，阿彌陀佛即

以光明照攝救度，使其往生極樂之意。

《無量壽經》卷上解釋彌陀光明之殊勝說：

若在三途勤苦之處，見此光明，皆悉休息，無復苦惱，壽終之後，皆蒙解脫。

《華嚴經》說：

一一毛孔現光雲，普遍虛空發大音，所有幽冥靡不照，地獄眾苦咸令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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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觀經》說：

	 以其男女追勝福，

	 有大金光照地獄，

	 光中演說深妙音，

	 見佛聞法當成佛。

曇鸞大師《讚阿彌

陀佛偈》說：

	 三途黑闇蒙光啟，

	 一蒙光照罪垢除，

	 慈光遐被施安樂。

三法滅盡

末 法 過 後 ， 教 、

行、證三法全部滅盡。

所 謂 三 法 ， 指 的

是教法（釋尊一代的教

義）、行法（達到開悟

的實踐方法）和證法

（按教義修行，最終達

到究竟的覺悟境界）。

但按《無量壽經》〈流

通分〉，即使在三法滅盡之時，釋迦牟尼佛以慈悲哀愍，特別將淨土法門的念佛

獨自留住不滅。

今天大家在這裡慶祝三重分會喬遷，要能不忘記「自信教人信」，才是我們

建立道場的根本目的。

最後，祝願大家：信佛念佛，得生極樂。

南無阿彌陀佛 

阿彌陀聖眾來迎圖　鎌倉時代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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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道的標誌
文／釋慧淨

一、求道的標誌──無常觀
龍樹菩薩說：「觀無常，是第一

用心。」無常觀的深淺，是求道的

標誌。

您認為人的一期生命有多長？

《四十二章經》裡有一段佛陀與弟子

的對話：

佛問沙門：「人命在幾間？」

對曰：「數日間！」佛言：「子

未知道！」

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

對曰：「飯食間！」佛言：「子

未知道！」

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

對曰：「呼吸間！」佛言：「善

哉，子知道矣！」

佛陀這段對話的用意，並不只

是希望大家明白生死之間有多久。佛

陀真正的目的，無非是想告訴大家，

生命短暫，世事無常，生命只在呼吸

間，出息不待入息，轉瞬即逝，如朝

露，如閃電，生死是頃刻之間的事。

越能感覺生命短促，就越能過著真正

人生的生活，若不覺得死是自己的

事，則將悠悠忽忽地過一輩子，之後

繼續頭出頭沒的輪迴無盡。

有偈說：

人命無常呼吸間，

眼觀紅日落西山；

親到寶山空回手，

一失人身萬劫難。

佛法以解脫生死輪迴之苦為出

發點，震驚於露命之身，是佛法的開

始。

今現在即應尋求解脫之道，不等

明日。應知此事，明記不忘。

二、殘水小魚，爭食不知渴死
佛門每日晚課必定誦念的〈普

賢警眾偈〉說：「是日已過，命亦隨

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大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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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精進，如救頭燃，但念無常，慎勿

放逸！」

古德也說：

殘水小魚，爭食不知渴死。

小水漥中的兩隻小魚，不知漥水

一天一天地減少了，即將被曬乾而渴

死，還在互爭食物。猶如餘命不多的

人生，只為財產名利而奔波。

《摩耶經》說：

如牛赴市，步步近死；

人命疾過是。

無常殺鬼不區別王侯將相、富貴

貧賤。朝為紅顏，夕成白骨，我們不

能保證明日之命。所謂「閻王注定三

更死，不能留人到五更」。

既是如此，為何安然不驚懼，認

為自己可活百年或長生不死？而只是

為了追尋五欲，從早到晚忙個不停！

突然面對臨終，毫無力量，更不能帶

走任何一物，所謂「萬般帶不去，唯

有業隨身」。可卻為了五欲而費盡殘

水之命，最後猶如乾魚，曬乾老殘之

身而死去。不知人生無常，而狂奔於

沙上樓閣，直行惡道，沒有比這樣的

人生更可憐愍的了。

死是人生最大的危機，再大的願

望，再高的成就，都被破壞，一切成

空。不安、恐怖、後悔、黑暗，淒冷

的孤獨感，是與所有一切永遠別離，

孤魂獨逝的臨終實態，而且是墮落惡

道的後生一大事。

臉上的皺紋，皮膚的老人斑，都

在告訴自己生命之水已在減少。

應當警醒殘水小魚的事實，早日

準備好永恆安樂的歸宿，否則，一息

不追，萬古長往。

三、無常念念至
《往生禮讚》說：

無常念念至，恆與死王居。

《無常經》說：

生者皆歸死，容顏盡變衰；

強力病所侵，無能免斯者。

正值盛年的藝人――四十二歲的

鄧麗君，因氣喘病再次發作，於送醫

途中停止呼吸。三十五歲的演員高以

翔，在節目錄製過程中暈倒，送醫搶

救無效去世。韓國藝人崔雪麗自殺，

年僅二十五歲；同為韓國藝人的具荷

拉，因為抑鬱也於家中自殺身亡，年

僅二十八歲。

一樁樁沉重的死亡事件，不由得

讓人感慨：生命何等珍貴，卻又如此

脆弱。



62

法
義
闡
釋

而最為慘烈的是，地震、海嘯、

風災、水災、車難、海難、空難、饑

饉、瘟疫、恐攻、戰爭等天災人禍，

古今中外可說無日無之，因之而喪

身殞命的，動輒成千上萬，乃至百

萬千萬。

1939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

戰死亡的軍人與老百姓，絕大多數史

料估計大約有六千萬人，這還不包含

受傷人士。

中國大陸於1959年到1961年「大

躍進」期間，發生「三年大饑荒」，

有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領導參閱的資

料，認為死亡人數高達五、六千萬。

餓殍遍野，到處都有餓死倒斃在路邊

的人，有很多地方甚至出現吃人肉

的現象，整個中國上演著「家家餓死

人，村村人吃人」的悲劇。

中國1967年唐山大地震，估計死

亡人數高達六十萬。

印尼2004年大海嘯，罹難和失蹤

人數至少三十萬人。

中國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造成

七萬人死亡。

美國九一一事件中，死亡或失蹤

的總人數至少三千人。

台 灣 九 二 一 大 地 震 ， 造 成

二千四百一十五人罹難，傷者更多。

可知娑婆眾生，煩惱業重，所以

死緣無量。

然而，死並不是地震、戰爭等

天災人禍才開始的，死是從出生之時

就已訂好的定業，只是死期不定，而

又死緣無量，一旦死期來臨，身自當

之，無可代者。

人命無常，過於瀑布；昨日猶

見，今日已亡；今日雖存，明亦難

保。以為還有二十年、三十年的生

命，實是無知之至。親戚朋友的病

死、事故死，天災人禍的種種死，無

非都是諸行無常的現身說法。

《大經》說：「大命將終，悔懼

交至。」臨終之時才開始懊悔平生只

求五欲不求解脫，但臨終方悔，悔已

不及，要懺悔求法的是現在。

《大經》又說：「設滿世界火，

必過要聞法。」臨終之時尚未解決生

死大事，後果不堪設想。

覺得念佛、聞法時提不起精神，

不是提不起精神，是無心。起慾望時

不是從心底生起嗎？憤怒時不是全副

精神嗎？

沒有嘴巴要說話是不可能的，並

非念佛、聞法時提不起精神，而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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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後生一大事。

善導大師說：「一入地獄受長

苦，始憶人間善知識。」乍見此偈，

以為是在講死後，其實這是指臨終的

相狀。臨終方悔，悔已莫及。

是現在辛苦？還是臨終辛苦？

不思未來大苦，只貪眼前之樂者，愚

也！敗北於聞法之苦，而從佛法逃走

的人，是往地獄衝的大愚癡者。

如果飛機的起飛是人生的開始，

那麼政治、經濟、科學、醫學、哲

學、文學、藝術等，只是飛機內的

事。不久之後燃料就會耗盡，墜落只

是時間的問題而已。而人生的一大

事，是在還有燃料之時，先確認好無

礙之道、絕對安全的飛機場。

應於平生之時，抱著臨終之苦而

辛勤聞法，必能聞信彌陀救度，而獲

得安心、滿足、無懼的人生。

古德說：「噫！夢幻非真，壽

夭難保。呼吸之頃，即是來生。一失

人身，萬劫不復。此時不悟，佛如眾

生何？願深念於無常，勿徒貽於後

悔。」

四、歸去來，魔鄉不可停
善導大師《觀經四帖疏》說：

歸去來，魔鄉不可停。

曠劫來流轉，六道盡皆經。

到處無餘樂，唯聞愁嘆聲。

畢此生平後，入彼涅槃城。

怎樣的雙親，也感恩不起來；

怎樣的兒女，也安慰不起來；

怎樣的丈夫，也感謝不起來；

怎樣的妻子，也滿足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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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豪宅，也舒服不起來；

怎樣的財富，也安心不起來；

怎樣的享受，也快樂不起來。

這是凡夫的自性，是心靈深處的

不安、空虛、孤寂、淒苦、嘆息。無

論擁有這個或那個，無論擁有多少，

也無論向東或向西，放眼世界，正如

佛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

充滿，甚可怖畏」。因此「到處無餘

樂，唯聞愁嘆聲」。

「六道盡皆經」是生命無盡輪迴

之苦，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這件大事

如果不解決，人是無法真正安心滿足

快樂的。

唯有「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

佛名」，日夜有佛相伴，蒙佛光明攝

取，現生獲得安樂，來生往生極樂，

證悟不生不滅的涅槃永恆之樂，才能

夠真正安心快樂，感恩滿足。

歸去吧！歸去吧！不要再滯留在

這動盪不安，煩苦充滿的地方，此時

就開始稱念「南無阿彌陀佛」，願生

「西方極樂世界」，便能時刻有彌陀

陪伴，有極樂可歸，畢此生平之後，

即進入那不生不滅、清涼安樂的淨土

之鄉。

五、人間匆匆營眾務
善導大師《往生禮讚》說：

人間匆匆營眾務，

不覺年命日夜去，

如燈風中滅難期，

茫茫六道無定趣。

未得解脫出苦海，

云何安然不驚懼？

各聞強健有力時，

自策自勵求常住。

以有限的身命，狂奔於無盡的路

途，這是多麼辛苦危險的事啊！

北齊　菩薩像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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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忙這件事、明天忙那件

事，一直到老，忙個不停。可是過了

一天，壽命就減少了一天，不知不覺

壽命就隨著日夜而消減，好像風中搖

晃的燭光，隨時都會息滅。燈滅了，

就繼續受六道輪迴之苦，永無窮盡。

然而，一直在六道輪迴中受苦

無盡的我們，卻茫茫然地、悠悠忽忽

地不知害怕，對於三惡火坑已臨臨在

足下的這一大事毫無警覺，而悠忽度

日，應知對這一大事的自覺正是修學

佛法，邁向解脫自在的出發點啊！

所謂「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

生度此身」？今生已得難得的人身，

已聞難聞的佛法，就要把握現在頭腦

清醒、身體健康，好好自我勉勵，追

求不生不滅、不受輪迴、安樂自在、

永恆常住的法門。否則，一失人身，

就萬劫不復了。

這個永恆常住的法門，即是「信

受彌陀救度，願生彌陀淨土」的淨土

法門。彌陀淨土的極樂世界是涅槃的

世界，無衰無變，任何人只要念佛都

能往生，往生都能成佛，成佛即安樂

自在、涅槃常住。故，善導大師《法

事讚》說：

極樂無為涅槃界，

隨緣雜善恐難生；

故使如來選要法，

教念彌陀專復專。

又說：

念佛即是涅槃門。

六、醫生的臨終心境
從前以為死是他人的事，

突然驚知也是自己的事，

實在難以接受。

這是一位有名的醫生，臨終的

心境。

醫生看過很多患者的臨終，老病

的死，青壯的死，夭折的死，悲慘

事故的死……，每天都會處理種種

的死。

可是，即使處理過很多他人的

死，卻從沒有想過我也會死，終有一

天他就是我；直到面臨自己的死，才

開始驚覺孤獨黑暗的後生，這時六神

無主，茫然恐懼，不知所措。

應知：他人的死與自己的死，感

受是天差地別的。

七、告別式的啟示──無勝
此寶

「現在會死」的思維，沒有勝過

這樣的寶物，應明記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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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一切正念中，念死最尊貴」。

當參加告別式之時，無論是誰，

都是表情嚴肅。這是給這個科技發達

瞬息萬變的社會，迷失自心的現代

人，短暫思考人生的殊勝因緣。

某人，當突然被宣告癌症末期

時，才開始喃喃自語：「直到今天，

自己耗費了很多時間，做了無益的事

呀！」

善導大師說：「無常念念至，恆

與死王居。」誰都必定會死，雖然不

知死王何時來襲，但應以今晚會死的

覺悟，去生活做事。

唯有凝視死亡時，人才能過著像

人的生活。

八、燈檯之下暗
以為自己最知道自己，

事實是自己最不知道自己。

以為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清楚，然

飛天　和田王國　6-7　世紀　
新疆自治區　大都會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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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不知道的，卻往往是自己本身。

猶如「燈檯之下暗」，能夠照亮

遠處的燈檯，其下方是一片黑暗的。

我們對他人的壞處都能看得很

清楚，但如果是自己的缺失則完全無

知，因為自己最接近自己的盲點，如

燈下反而黑暗之故。

日復一日，因貪慾、瞋恨、愚

癡之故，不知做了多少惡，傷了多少

人。自己愈是凝視自己，就愈驚訝自

己居然造了這麼多的罪惡。

凝視真實的自己，是佛法的出

發點。

九、六字妙藥
重病，萬藥不能治；

六字洪名，無病不癒。

所有的人都患了貪、瞋、無明業

障的嚴重心病，能妙手回春，將我們

由無明而苦惱的心，換成明朗而安樂

的心，即是阿彌陀佛。

再怎麼好的名醫，無藥也不能

治病；阿彌陀佛所做的靈丹妙藥即

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任何

人，任何病，一旦服用，無不藥到病

除，當下立即康復。

然而，若不信受名醫之言，不肯

服藥，再好的藥也不能治您的病。

要服用六字妙藥，獲得永恆安樂

的救度，就先要聽聞阿彌陀佛平等無

條件的救度悲願，才能無疑無慮地安

心服用。

十、我自年輕念彌陀
我自年輕念彌陀，

不知彌陀是何佛；

直至深研善導書，

始知救度是彌陀。

彌陀是位救度佛，

心偏愍念常沒人；

臨終聞佛亦往生，

顯明救度無條件。

彌陀是位救度佛，

救度平等無條件；

任何眾生念彌陀，

彌陀光攝不嫌厭。

彌陀悲願最弘深，

誓救十方諸眾生；

眾生只要念彌陀，

命終往生涅槃城。

我經曠劫輪迴苦，

頭出頭沒無依怙；

今得人身聞妙法，

誓念彌陀生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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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佛法來看待和
應對當下疫情

The Current Coronavirus Outbreak - 
A Buddhist Perspective
文／釋淨宗　By Master Jingzong　

編譯／淨土宗翻譯小組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he Pure Land School Translation Team 

1. 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起因是什麼？

據說是人類在捕獵、運輸、交易、屠宰、食用野生動物的過程

中，原來以野生動物為宿主的病毒，傳染給人類，再由人傳人，形

成重大疫情。

佛法的解釋是由於眾生共同的業力，特別是嚴重的殺業，感得

重大疫情。

1.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 new coronavirus epidemic?

As with all other coronavirus infections, the current hypothesis 

i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from wildlife to humans, especially 

during the hunting, transport, trading, slaughter, and eating of 

wildlife. Once the virus is transmitted to humans and from humans 

to humans, an epidemic occurs.

From a Buddhist perspective, it is the karma people have 

collectively committed, particularly the killing that leads to the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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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學解釋具體、可信，佛法解釋是否過於虛玄、不科學？

人類對於事物可以有重重無盡的認識，科學只是認識事物的一

個層面，遠非全部。科學因直觀、淺顯、可見而易信；佛法深入、

幽微，凡夫難見，故難信，但並非虛誕不經。

佛法不是科學，也不需要是科學，甚至不能囿於科學，才能提

供給人類超越科學的對事物的認知及解決辦法。佛法與科學對人類

生存的福祉都是需要的，相互補充，而非相互衝突。

2. Science is concrete and credible; does it make Buddhism 
appear to be mystic and unscientific? 

To every phenomenon and matter, there are many aspects 

and layers. Science is easy to appreciate because it is intuitive, 

comprehensible, and data-driven. Science penetrates the mystery of 

a phenomenon through layers and layers, like entering an endless 

labyrinth, never perceiving the whole situation. 

However, Buddhism is not science; it doesn't need to be science 

either. It is profound, subtle and difficult to comprehend, but it 

i s  not  pre tent ious  or 

fictitious. In dealing with 

truth, Buddhism, being 

neither dependent on 

science nor confined by it, 

offers humanity the way 

to understanding things 

and the solutions. Our 

well-being requires both 

science and Buddhism; 

they can complement, not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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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舉例說明。

比如有人被磚砸而亡。科學的解釋是外力太大，人體不能承

受，故發明頭盔、安全帽。法學的解釋是有人故意行兇，所以判罪

懲誡。而佛法則說明人由於內在貪瞋煩惱所驅使故造種種惡，進而

果熟業現而遭苦報，所以提倡修行念佛，以制伏息滅貪瞋，乃至往

生淨土，究竟斷除一切惡業輪迴之苦。

3. Please give us an example.

Suppose a construction worker was killed by a fallen brick. 

Science would tell us that it was the massive gravitational force that 

broke the man's skull. So, we developed safety helmets to protect 

people in construction sites. The law would say if it is someone who 

intends to kill, that person must be brought to justice. However, 

from the Buddhist point of view, killing is driven by one's afflictions 

of greed, anger, and ignorance. Such evil actions generate karma and 

result in retributions. Therefore, Buddhism advocates the cultivation 

of merits and Nianfo✽ to suppress or eradicate greed and anger. It 

even urges us to obtain rebirth to the Pure Land via Nianfo,  severing 

all bonds to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 Nian-Fo in Chinese pinyin: Nian means to recite, and Fo is the Buddha. 
Nianfo means Buddha recitation or name-recitation, that is, reciting 
Amitabha Buddha's name.

4. 如何做好防護？

一、常規的科學的方法。如醫學專家所說：勤洗手，戴口

罩，少出門，儘量減少與病毒傳染源的可能接觸，必要時隔離，

防擴散。

二、特別的佛法的方法。常念「南無阿彌陀佛」，必蒙佛光

護佑，惡業消除。一人念教一家念，一家念教父母、親朋、鄰居、

好友大家共念。疫患當頭，不論平時信與不信，此時求救，只要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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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決定蒙佛救護。但若當作迷信而不肯念，即失去這一重佛光護

佑的利益。

民國印光大師《文鈔》中記載「凡念佛處，疫不入境」，乃確

定無疑之事理。

4. How do we protect ourselves from the epidemic?

（1） Scientific approach. Follow the medical advice, such as 

washing hands frequently, wearing masks, staying away from crowds, 

and, if necessary, quarantine the infected to avoid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 disease.

（2） Buddhist approach. Practice Buddha-recitation. By 

reciting the Buddha's name, we are embraced and protected by 

the Buddha-light, our karmic obstacles eliminat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one believes in it or not. Each reciter should teach his or her 

family to recite Namo Amitabha Buddha. And they, in turn, teach 

their parents and relatives to recite and their friends and neighbors 

as well. At times like this, believe it or not, if people are willing to 

recite, they will surely be protected by the Buddha. However, if they 

consider Nianfo superstitious and refuse, they then lose the benefit 

of Buddha's protection.

A recorded event of "No Epidemic Ever Enters Where There Is 

Buddha-Recitation" is reported in the Collection of Correspondence 
by Master Yinguang （1861-1940）. 

5. 那麼只要誠心念佛，不用戴防護口罩等，否則即是信佛

不誠？

既要誠心念佛，也要謹慎防護，才是正知正見、正信正行。

以為有佛可靠，便放肆無忌，屬於魯莽，也是對佛法信仰不

深。佛法說因緣果報，身為凡夫，無始劫來造作無邊惡業，一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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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決定果報現前。過去殺生惡業為因，遇今病毒之外緣，則發生感

染。只有做好防護，切斷外緣，才不會受感染。比如上街，雖有佛

光攝護，仍當注意行人車輛安全。自唱高調，不加防護，既高慢缺

少機深信，也是輕心測試佛菩薩，如此兩頭失落，一無所靠，如同

裸身於槍林彈雨中。何況還要替周邊人考慮，共同防護。

5. Does it mean that so long as we sincerely recite the Buddha's 
name, there is no need to wear masks, otherwise, it proves that our 
faith is not sincere?

Only sincere Nianfo and taking necessary precautions is the 

correct perception, the correct view, the correct faith, and the correct 

practice.

If we think that we have the Buddha's backing so that we can act 

imperiously, we are being reckless and lacking true faith. Buddhism 

is about the law of causation.✽ We, mortals, have committed 

uncountable wicked karma since time immemorial. Karma is the 

cause and potential consequence. It will lead to retributions when the 

external condition ripens. In our past lives, we all have committed 

numerous killings. As we are now facing the epidemic, we bear 

the potential retributions, so we should take safety measures. Like 

crossing a street, we still should be watchful of the traffic even though 

we ar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Buddha-light. If we believe we are 

of too high moral standing and act foolhardily, putting the Buddha 

to the test, we would expose ourselves to a dangerous battle, let alone 

protect our fellow man.     

＊ The law of causation concerns the principle of cause （因, yin）, 
the predestined condition or relationship （緣, yuan）, and the 
consequence （果, guo） rewards/retributions （報, bao）. Once the 
condition ripens, the consequence takes place. The relationship of 
cause-condition-consequence, yin-yuan-guo-bao is a very basic and 
important concept of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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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只念「南無阿彌陀佛」？還要念別的佛菩薩名號、經咒嗎？

修學淨土之人只念「南無阿彌陀佛」，已攝一切佛菩薩、經咒

功德，不必改念、加念其他。

其餘人各按所修或念觀世音菩薩、藥師佛等有緣經咒都有效，

但最終要迴向往生西方淨土為妥善周全。

6. Do we only need to recite Namo Amitabha Buddha?  How 
about other Buddhas, Bodhisattvas and mantras?

Those who practice Pure Land Buddhism should recite only 

Namo Amitabha Buddha, which has taken in the merits and 

virtues of all other Buddhas and mantras; there is no need to recite 

any others. But it is still effective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reciting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Medicine Buddha, and corresponding 

sutras or mantras to continue to do so. However, when all things are 

considered, they should dedicate their merits to rebirth in th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which is their final destination, their home.

南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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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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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網上有人推薦《避瘟經》需要念嗎？

不必。一、真偽難定。二、縱是真經，功德也在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等久經流傳、耳熟能詳的諸佛菩薩名號及諸大乘經典之

中。故凡是遇到災難便搬出大藏中某生疏經咒教人念持者，皆是佛

法信仰不落實，缺少教理智慧，不知祖師權實判教及數千年億萬人

稱誦、遍法界流行之「南無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名號等威力。

7. Should we recite the "Sutra of the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s someone recommended on the Internet?

No. We do not even know if it is a real or fake sutra. Even if it is 

real, the meritorious power is in Amitabha Buddha, Avalokitesvara, 

and the well-known Mahayana sutras. When, in the event of an 

epidemic, someone picks up from the Tripitaka an unfamiliar sutra 

or mantra and tells people to recite to avoid the disease, often it is 

for lack of faith in the Buddha and deficient knowledge of scriptures. 

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e sapience of patriarchs and their 

teachings by a skillful expedient means as well as realistic approaches. 

They have no confidence in the power of Amitabha Buddha and 

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 whose names have been recited by the 

tens of millions over millenniums.

8. 如何避免恐慌心理？

一般世間人遇此疫情難免恐慌，因缺少佛法正知見，平時沒有

無常觀，唯以貪圖五欲為樂，從來不認識人生真諦，毫無心理及福

智資財的準備。

正見佛弟子自然臨危不亂，不會恐慌，因為有佛法正知見，

深具無常觀，平時念念修福智資財，早有準備。如冬寒備衣暖，饑

荒備食糧者，自然無憂，不備者必定恐慌。念佛本為解決時時可至

之死亡及六道輪迴，何況小小疫情而會慌亂。《大經》言「一切恐

懼，為作大安」。《心經》言「無掛礙故，無有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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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ow do we avoid panicking?

When encountering the outbreak, most people unavoidably 

feel panic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the right concept and the correct 

view. They crave mundane pleasures, never realize the truth of life is 

impermanence; thus they are mentally unprepared for any crisis or 

lack of the merits and virtues of bliss and wisdom.

Buddhists who have the correct view will not panic in the face 

of the epidemic outbreak because they know everything is changing, 

nothing permanent. And they practice Buddha recitation and are 

blessed with bliss and wisdom, so they are well prepared to deal 

with various crises, such as "having warm clothing in cold winters 

and abundant food during poor harvest seasons." Nianfo is the way 

to end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let alone a mere outbreak. The 
Infinite Life Sutra reads, "To all fear-ridden beings/Shall I grant great 
peace."  And The Heart Sutra reads, "Because there are no more 
worries in their mind, they overcome all fears."

9. 為什麼也有聲稱佛弟子者顯得恐慌？

一、信心淺薄故；

二、凡夫業習故；

三、受大眾情緒感染故；

四、少善知識開示引導故。

應具深心多念佛。

9.  Why do people who claim to be Buddhists panic too? 

The reasons are:

1. Meager faith,

2. Deep-rooted mortal habits,

3. Easily influenced by oth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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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ack of guidance by good Buddhist teachers.

10. 如何面對謠言？

謠言產生於內在心裡的疑惑恐懼，以及外在對事實真相的不

明，如風聲鶴唳，而互相傳感、不脛而走。佛弟子內具佛法正見，

明瞭人生真相，一切謠言自然終止，如口氣能吹草，而不能動山。

多一人信佛念佛，便多一份阻止謠言傳播安定人心的力量。

從社會層面，應提供全面、充足、真實、透明的資訊給公眾，

以杜絕「謠言」――黑市資訊的產生與傳播。公眾對自身極為關

切，又缺乏足夠資訊的事件，會自我「創造」及傳播資訊，而一般

人也就饑不擇食地接受了。

10.  How do we deal with rumors?

Rumors arise from doubts and fears, and ignorance of fact 

and truth. Rumors are like "the sound of the wind and the cry of 

cranes" — a fleeing army's suspicion of danger at the slightest sign 

— that ignorant people spread like wildfire. Buddhists who have 

the right view and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life will not be swayed by 

rumors, just as you can blow a grass with a breath but cannot move 

a mountain. Encouraging people to take faith in Amitabha Buddha 

and adding even just one more Buddha-reciter adds more weight to 

stop rumors and calm people's fear.

At the social level, uninformed people who worry about their 

own safety may "self-create" misinformation to explain what is 

happening, and most people would accept it — like a person too 

hungry to be choosy of food — and propagate it. Buddhists should 

offer the public comprehensive, factual, and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to prevent the propagation of rumors — the black market of 

mis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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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面對疫情，心裡覺得難受、無力，不敢看疫情報導，這是

佛門慈悲心嗎？

不是。這只是一般的世俗善軟心。若佛門慈悲心，雖見人受天

帝之樂而猶愍之，願助之以出輪迴，見人生小苦思地獄大苦，願一

切眾生得生安樂，究竟成佛。不以人生小苦、小災、小疾而驚慌失

措，不以人天少樂而懈怠放逸。

11. If a person, devastated by the outbreak, has no nerve to 
read reports of the epidemic, is this Buddhist compassion?  

No. It is just a common kindness that ordinary people have. To 

a compassionate Buddhist, he pities the joyous king of heaven and 

offers him the way to liberation of samsara. Through the ordinary 

pains and diseases, he perceives the sufferings in hells and wishes 

all sentient beings to be reborn in th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to 

become Buddhas. Thus, he would not panic with minor miseries 

and disasters; neither would he slacken with non-ultimate and poor 

pleasure in the human and celestial realms.

12. 如何獻愛心？

一、奉獻財物。通過可信有效管道。

二、念佛迴向疫情早消。

三、自己念佛，勸人念佛同生西方。此乃一切人身病毒疾疫諸

苦及人心貪瞋癡三毒之苦究竟解決之方。

四、立即素食。不能全素，至少花素，方為知過修改，否則還

會有種種病毒疾疫產生。不僅對人類同胞，更要對遭人類殘殺動物

抱愛心，不食不殺。

12. How do we offer love and kindness?

There are several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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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ke donations through reliable and effective channels.

2. Nianfo and dedicate the merits to a speedy closure of the 

outbreak.

3. Encourage people to practice Buddha-recitation for rebirth to 

the Pure Land. It is the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 sufferings of diseases, 

and to the three poisons of greed, anger, and ignorance. 

4. Go vegan or vegetarian immediately. If you cannot be a 

vegan, at least be a part-time one, that is, refraining from meat 

products on certain days of the week or months. It is a way of 

penitence and awakening to our transgression of killing animals — a 

way of loving and caring for all living things.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endless outbreaks of all kind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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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需要號召大家同一時間點共同念佛迴向疫情嗎？

可隨各人發心。虛空堂也有號召。念佛乃是常行，以安靜方

便、不過驚大眾為宜。

13. Should we call everyone to recite the Buddha's name at 
the same time and dedicate the merits to a swift termination of the 
outbreak?

Let each follow his or her own will. Even the Virtual Recitation 

Hall is appealing for more collective recitations for collective merits 

and virtues. Nianfo is a routine matter; preferably, we keep it quiet 

and orderly, not disturbing the public.  

14. 對未來抱有何種期望？

一、望民眾覺悟。覺悟生命平等，尊重愛護物類，念佛願生淨

土，永斷諸苦輪迴。

二、望社會進步。改善飲食文化、節日文化，提倡素食，奉行

仁愛，改進公共衛生應急處理等。

14.  What shall we expect in the future?

First, we hope that people will realize that all lives are precious 

and equal. We must respect and protect them and recite the 

Buddha's name for them, for their rebirth as well as ours to th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forever severing the bonds to samsara.

Second, we hope the society makes progress in improving 

people's eating habits, festival customs, and public health and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cluding promotion of kind-heartedness to 

all living beings and advocacy of the vegetarian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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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一

印光大師《文鈔》「凡念佛處，疫不入境」
凡念佛處，疫不入境，念彌陀，不獨邀淨友念，當於村中及近

村宣告，無論老幼男女，通皆吃素，念「南無阿彌陀佛」。

大家各人在各人家裡，一路做事一路念。於行住坐臥中常念，

決定可以不遭瘟疫。

前年各處虎疫甚劇，陝西澄城縣寺前鎮附近，死數百人，一弟

子村中有五、六十家，人皆令念，只死兩個壞人，餘均無恙。甘肅

甘谷何鴻吉居士提倡念佛，凡念佛處，疫不入境。

汝邀淨友念，是小辦法；教老幼男女念，是大辦法。頂好吃淨

素，如其不能，亦須少吃。即未吃素，亦要念。當此兇險之時，唯

念「南無阿彌陀佛」，為能救護。彼怕死願安樂者，當不至猶不以

為然而忽之。

――《三編‧覆穆宗淨居士書二》

Appendix I

Master Yinguang in his Collection of 
Correspondence states, "No epidemic ever enters 

where there is Buddha-recitation."

"Buddha-recitation prevents the spread of epidemics. Lotus 

fellows should not only recite, but also encourage neighbors and the 

community to stop eating meat and to practice recitation. In our 

daily activities, while walking, sitting, standing, or lying down,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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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reciting the Buddha's 

name, and no epidemics will 

make us suffer.

"Two years ago, cholera 

wreaked havoc in several 

counties and provinces in 

China. In Cty Cheng-cheng 

of Shanxi province, hundreds 

of  fo lks  d ied  dur ing  the 

outbreak. But in one village of 

fifty-some families, except for 

two evildoers, all practiced 

N i an fo ,  and  none  we r e 

affected by the disease. In City 

Gangu of Gansu province, 

lay-Buddhis t  He Hongj i 

promoted Buddha-recitation, 

and the epidemic skipped 

Buddha-reciter families.

"Inviting lotus fellows to recite together is only a small 

contribution; i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o teach everyone, old and 

young, men and women to practice Nianfo. Better still, advise them 

to stop eating meat or, at least, cut down on meat consumption. In 

a time of danger, the only protection is reciting Namo Amitabha 

Buddha. Those who fear death, desire peace and happiness will not 

take such advice lightly."

—— From the 2nd letter to Lay-Buddhist Mu Zongjing, Volum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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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二

印光大師《文鈔》「護國息災，念佛為本」
此次法會之目的，為護國息災，但何以方能達此種目的？余以

為根本方法，在於念佛。蓋殺劫及一切災難，皆為眾生惡業所感。

人人念佛，則此業可轉。如只有少數人念佛，亦可減輕。念佛法

門，雖為求生淨土、了脫生死而設，然其消除業障之力，實亦極其

巨大也。……

人人能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則天下太平，人民安樂。然此尚

非究竟法。何為究竟法？是在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脫死。並須敦倫

盡分，閑邪存誠。則國運可轉，災難可消。

蓋今日之災難，皆大家共業所招。如人人念佛行善，則共業

可轉，而劫運可消。如一‧二八滬戰時，念佛之人家，得靈感者甚

多。彼自己單修，尚得如此靈感，況人人共修者乎？

故知：國難亦可由眾人虔懇念佛挽回也。……

本會是護國息災法會，余以為但息刀兵水火之災，尚非究竟，

須並息生死煩惱之災，乃為徹底辦法。吾人昧己法身，斷佛慧命，

可悲可痛，較之色身被禍，何止重百千萬倍。故必能護持法身慧

命，斷生死煩惱，方算盡息災之能事。

 ――《三編下‧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

Appendix II

"Nianfo is the basic means to shield the 
nation from disasters," from Master Yinguang's 

Collection of Correspondence

"How do we achieve the goal set forth by this assembl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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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ve that the basic means is Buddha-recitation. It is the evil karmas 

committed by sentient beings that cause killing calamities and 

disasters. To avert the karmic obstacles, every one of us must recite 

the Buddha's name. While the purpose of Nianfo is for the liberation 

of samsara and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 it is also an extremely 

powerful means to eradicate karma. Even if a few of us recite the 

Buddha's name, the karmic transgression will be curtailed somewhat.

"If we abide by the teaching, "Do no evil but all good," the world 

would be peaceful, and people would live a happy life. However, that 

is not exactly the final goal. What then, is the final goal? It is rebirth 

to the Pure Land, forever severing all bonds to samsara.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uphold the social order, eliminate evil thoughts and 

actions, and be honest and true. Then, the fate of our nation will 

change, and disasters will be prevented.

"Since it is our collective karmic transgressions that generated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84

法
義
闡
釋

the disasters we 

are facing today, 

the only means to 

turn away disasters 

is for everyone to 

recite. During the 

Battle of Shanghai, 

started on January 

28, 1932, many a 

reciter's family was 

unha rmed  and 

untouched by the 

enemy's bombing. 

If a single reciter 

was blessed with such protection, let alone collective recitation.

"Hence, the fate of our nation under the enemy's attack can be 

turned around if the whole community would sincerely recite his 

name and implore the Buddha to avert war and bring peace. 

"This is an Assembly of "Shielding the Nation from Disasters." 

But I think that is not all. We should also shield sentient beings from 

afflictions of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which is the final goal, 

because the pains and sorrow of being ignorant of our Dharma-

body and thus preventing ourselves from attaining Buddhahood are 

far much greater than the loss of a human body. Only by protecting 

and promoting the Dharma path to enlightenment and severing the 

bonds to samsara may we truly shield all disasters."

 —— Volume III.2 The Shanghai Assembly on Shielding 

the Nation from Disasters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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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佛教眾多不同的經典
文／釋智隨

《金剛經》、《心經》、《楞嚴

經》、《地藏經》、《華嚴經》、

《法華經》、《阿彌陀經》、《無

量壽經》等，這些基本上是最常見

的經典。

為什麼這些經典最常見呢？因為

這些經典差不多就代表了佛教的幾個

宗派了。

比如淨土宗的正依經典有《無量

壽經》、《阿彌陀經》、《觀無量壽

經》 ， 學 淨 土 法 門 必 須 學 這 三 部

經典。

學 禪 宗 呢 ？ 看 似 不 依 文 字 ，

實質上也有很多相關經典，《金剛

經》、《心經》等。還有很多人讀

《壇經》。嚴格講《壇經》不算經

典，《壇經》是中國祖師講的，算是

祖師語錄。從佛經來講，還有《楞嚴

經》，很多人研究《楞嚴經》，因為

有「開悟的《楞嚴》」之說，想要開

悟的，大多會去學《楞嚴經》。

學天臺宗，《法華經》。

學華嚴宗，《華嚴經》。

唯識宗呢？《解深密經》，這是

唯識宗的主依經典之一。唯識宗依據

的經典比較多，有「六經十一論」之

說，但主要的是《解深密經》。

律宗呢？律宗依據的是戒律――

《四分律藏》，依戒律來建立這個宗

派。

密宗呢？密宗有三部經典，《蘇

悉地經》、《大日經》、《金剛頂

經》。

為什麼這些經典流通最廣呢？

實際上這是代表了中國佛教的宗派現

象。這些不同的經典，代表了不同的

思想，正因為具有代表性，才能成為

普及性的經典。

這些經典講的內容都不一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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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某兩部經典的觀點不一致，甚至出

現矛盾的時候怎麼辦？怎麼看待這個

問題？

有人說經典都是佛說的，佛在

某些經典沒有講念佛，我們怎麼就專

講念佛呢？《金剛經》不講念佛吧？

《金剛經》講「一切有為法，如夢幻

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所有相都是夢幻泡影，都是空的，

連極樂世界也是空的。禪宗是不著相

的，極樂世界還有什麼黃金為地、七

寶池、八功德水，好像淨土法門很著

相，以此就認為淨土法門境界很低。

是不是這樣的呢？看淨土經典

明顯不是這樣的，要認識這其中的道

理，只有通過判教才能完全瞭解其內

涵。一比較，不同經典的理論差異就

出來了。

作為一個學佛人，看到這樣的經

典差異，如何分辨？怎麼取捨？只有

判教能解決這個問題。判教可以把各

種經典拿來比較，判《金剛經》是什

麼經，判《無量壽經》是什麼經，判

《法華經》是什麼經……。

祖師為什麼要判教？就是因為佛

經太多了，學佛的人面對如此多的經

典，往往無所適從，不知如何入手。

中國佛教和印度佛教不一樣，佛在世

時，佛說的經典，大家都聽、都學，

本身有先後次第，有應機而說。幾十

年說的經典最後彙集成為一大藏教。

但是佛經從印度傳到中國之後，從

無到有，很快大量的佛經就來到中國

了。大家還不瞭解佛法，經典已堆積

如山。面對浩瀚的佛經，很多人都不

知道怎麼來認識、取捨。祖師大德的

智慧高，為了給大眾找到一個學習的

方法，就先把所有的經典進行梳理、

比較，把經典的教義、宗旨、理論體

系提煉出來。

比如學淨土宗，淨土宗的宗旨

是什麼？善導大師講「念佛三昧為

宗」，就是念佛為宗。當然，在念佛

後面還有往生――念佛往生。

禪宗呢？直指人心，明心，以心

為宗。

天臺呢？天臺的教理是圓教，修

圓頓止觀，體是中道實相。

每一個宗派，站在本身的體系

來講都有不同的觀點。我們學習經典

就要懂得每一部經典的宗旨，知道這

個教理是在哪一個層面。比如《金

剛經》和《法華經》，兩部經拿來比

較，到底哪一部經典好，一定要比較

才知道。世間有一句話，「不怕不識

貨，就怕貨比貨」，不比較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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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峰／戊戌年作　南無阿彌陀佛

哪一個好呢？

比較，不是在評論是非。很多人

一聽說比較，就認為是在評論是非。

判教不是在評論是非，而是要如實地

反映經典之間的差異性，經典的高

低。經典有沒有高低呢？有高低。大

乘、小乘，權教、實教，這不就是高

低嗎？如果沒有高低，都一樣的話，

那佛就太多事了，講那麼多做什麼？

佛之所以講八萬四千法門，就是

因為法本身有差異，眾生的根機有差

異，得到的利益也有差異，這樣才會

形成不同的經典。想成佛，有成佛的

方法；如果不能成佛，想成菩薩，就

有菩薩的方法；不能成菩薩的，想成

為小乘聖人，有小乘的修法；連羅漢

也不能成就了，那就修人天善法，持

五戒十善，修四禪八定。

你在哪個階位，你追求什麼果

位，就有相應的方法。這種情況下，

我們來認識經典，就要通過判教，才

知道哪一部經典在講什麼，在整個佛

法裡面居於什麼位置。比如我們看中

國地圖，成都在中國的哪個地域呢？

西南。西南是一個大定位，在地圖裡

面就要找到成都在西南的哪一個點

上，離北京有多遠，四面八方大概是

什麼狀況。這樣才能夠對成都有一個

準確的定位，不然成都在哪裡都不知

道，對成都的概念就是模糊的。

我們要認識每一部經典也是一樣

的道理。佛法是一個整體，就像中國

地圖一樣，每一部經典是一個局部，

而它在整個佛法裡面處於什麼地位？

重要性有多高？這要通過判教才能看

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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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佛教形成八大宗派？

實際上就是把所有重要的經典拿出來

選，各自選擇主依的經典，並建立相

應的體系，最後形成影響的就是八個

類型。八個宗派雖角度不同，各成體

系，但基本上把佛法都包含完了，不

可能再有其他的了。後人也沒有別的

事可做了（當然，也很難做建立宗派

這樣的事），只能是繼承前人、古德

的智慧。

關於不同的經典，只有通過判

教才能夠認識經典的差異性。差異性

不是是非之分。經典之間本來就有差

異，這個很正常。不要一聽說差異就

覺得在分辨是非，就在講是非。判教

是智慧問題，不涉及是非問題，是非

是因為凡夫的情見才有是非。把凡夫

的情感拋掉，完全站在佛法的立場來

認識佛法，就法論法，就沒有是非

之爭。

古代的高僧大德辯論法義，可以

辯得面紅耳赤。但古人辯論比我們現

代人高明，只辯論法義，不涉及人情

是非，都是圍繞法義來辯，憑你的智

慧，憑你對佛法的瞭解來辯，當然要

有充分的依據，不是憑空來辯的。要

從經典裡面找到依據，大家都依佛經

來辯，各自闡述自己的觀點，這樣來

辯才能夠體現出法義的差異。

古代這樣的辯論是很厲害的，

有很多祖師大德就是因為這一點，甚

至被遷單。比如道生法師――「生公

說法，頑石點頭」的道生法師，早期

在北方弘法，講闡提眾生都有佛性。

「闡提」就是斷善根的人，沒有善根

的人。《大般涅槃經》講一切眾生都

有佛性，但當時這部經典還沒翻譯

過來，道生大師還未見經證，就敢講

「闡提眾生都有佛性」。整個佛教界

都反對他，不認可這個觀點，把他趕

到南方去了（當時南北分立，就不讓

他在北方待了）。古代這種法義的辯

論是非常強的。當然，現在也是一

樣，不過現在的人多了一點，法義辯

論的時候開始有是非，開始人身攻

擊，甚至障礙、破壞對方。

學法心要正，既不能夾雜是非，

又要分清法義，不能含糊籠統。如

經典所說：「善能分別諸法相。」

能如實分別不同的教法，就知道經

典不同，法義不同，應機不同，利

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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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導大師說：
佛出世只為一件事

文／釋宗道

善導和尚意：釋尊出世本意，唯說念

佛往生之文

《法事讚》云：

如來出現於五濁，隨宜方便化群萌。

或說多聞而得度，或說少解證三明；

或教福慧雙除障，或教禪念坐思量。

種種法門皆解脫，無過念佛往西方。

上盡一形至十念，三念五念佛來迎。

直為彌陀弘誓重，致使凡夫念即生。

――《淨土宗略要文》

末法時期，聖道門閉，淨土門

開，而且淨土門開是一開永不閉。

這條文說，釋迦牟尼佛既講了各

種聖道法門，也講了淨土法門，那麼

歸根到底，釋迦牟尼佛的本懷是要講

什麼法門呢？ 

善導大師認為，佛的出世本懷就

是唯說念佛。

《法事讚》是善導大師的一部著

作，我們一句一句地看。

「如來出現於五濁」，釋迦牟尼

佛出現在五濁惡世。

「隨宜方便化群萌」，佛是根據

不同的時間、地點、人物，根據對機

不同，展開不同的教法。

「群萌」都有哪些眾生呢？善導

大師列舉了四種：

一、「或說多聞而得度」

二、「或說少解證三明」

三、「或教福慧雙除障」

四、「或教禪念坐思量」

「或說多聞而得度」，有的人喜

歡多聞，現在也有許多人喜歡多聞，

到處採信、吸收各種信息，什麼都瞭

解，講起來頭頭是道。佛弟子裡面

最多聞的就是阿難，用我們今天的話

說就是知識面很廣，瞭解的內容非常

多。既然有這樣的眾生，佛就順著這

些眾生的習性，告訴他們多聞，要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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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多聞，擴充心量，這樣就能得度。

「或說少解證三明」，這和前

一句正好相反。這種人，你多告訴他

一句話，他都懶得聽，他不想瞭解太

多。他抓到一句，就照著這一句修

持，這也很好。目標是「證三明」，

「三明」就是宿命明、天眼明、漏盡

明，阿羅漢就有這「三明」。「宿命

明」，就是對自己的過去及別人的過

去都知道。「天眼明」，就是對未來

的事看得清清楚楚。「漏盡明」只有

阿羅漢才有。

「或教福慧雙除障」，有些人

喜歡修福修慧，尤其是修福，特別積

極，喜歡供養三寶、賑災、扶困、濟

貧，這也是一種習氣，像剛才說的

「多聞、少解、福慧、禪念」，說到

底都是一種習氣。「雙除障」是除哪

些障呢？就是無福無慧產生的障礙，

修福修慧就能除掉這種障礙。

「或教禪念坐思量」，有些人

喜歡止觀、打坐，佛就教他們如何

止觀。

所以，這是從萬行中選擇四種，

「多聞、少解、福慧、禪念」，作個

例子。但是不管怎麼樣，佛講法都是

「隨他意」而說的，因為對方想聽

這樣的法，佛就順著他講這樣的法。

佛是恆順眾生的，永遠順著眾生。你

喜歡多聞，佛卻教你少解――佛不做

這樣的事，否則你扭頭就走了，緣分

就斷了。你喜歡多聞，佛就給你講多

聞，佛都隨你的意。

但是，佛講法也有「隨自意」，

就 是 佛 自 己 想 講 的 。 像 《 阿 彌 陀

經》，佛不等任何人發問，直接就說

「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

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

現在說法」，這是佛的自意。

隨佛自意的是什麼呢？就是「種

種法門皆解脫，無過念佛往西方」。

前面說了那麼多法門，如果你的根機

夠好，修行時間夠長，夠努力，最後

都能解脫。但是，沒有一個法門超

過念佛往生西方淨土，「無過念佛

往西方」。

為什麼說「無過」呢？

第一，簡單。「上盡一形至十

念，三念五念佛來迎」，是不是很簡

單？簡單到念三聲、五聲就能解脫，

還有比這更簡單的嗎？

第二，他力。「直為彌陀弘誓

重」，之所以簡單，是因為有他力，

阿彌陀佛的弘誓深重，所以才簡單。

這也是普通法門無過念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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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越阿彌陀佛三尊　古畫（年代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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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凡夫成佛。「致使凡夫

念即生」，修聖道門，一定要聖人根

機才能成佛；即便現在是凡夫，也必

須用種種方法超凡入聖，最後超聖入

佛。但是，淨土法門居然能讓凡夫

成佛，這就是其他法門無過念佛的

原因。

當然，這三點也是有聯繫的，根

本來說是因為他力，因為有他力，所

以簡單；因為有他力，所以能讓凡夫

成佛。

所以，有這麼好的、這麼簡單

的、全靠他力的、能讓凡夫成佛的法

門，怎麼可能不是佛的本懷呢？

我們想一想，佛來到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到底是聖人多還是凡夫多？

凡夫多。我們是聖人還是凡夫？凡

夫。如果佛來到這裡的本懷是講聖人

修持的法門，那我們怎麼辦？只有

哭了。所以，佛必須講一個任何時

代、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法門，這才

能成為他的本懷；如果不是這樣，

就不是本懷。

正因為如此，佛才在四十多年講

經當中，處處不忘阿彌陀佛，念念不

忘極樂世界。講《法華經》，也講到

女人念佛往生淨土；講《藥師經》，

也 講 到 往 生 極 樂 世 界 ； 講 《 楞 嚴

經》，也不忘講〈大勢至菩薩念佛圓

通章〉，到處都不忘。《大藏經》一

共有六百多部經典，其中有兩百多部

講到阿彌陀佛，講到極樂世界，這能

不是本懷嗎？《大經》就說「惠以真

實之利」。

說到「本懷」，在聖道法門裡，

本懷經是《法華經》，「本懷文」是

「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

現於世，欲令眾生開佛知見，示佛知

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佛來到

世間，就是讓眾生開、示、悟、入佛

知知見。

但是如何落實，《法華經》比較

高，很難落實。淨土法門就是念佛往

生，往生自然就入佛知見，而且是同

佛知見，和佛沒有兩樣。所以，對比

一下：淨土法門簡單、他力、凡夫

往生；聖道法門困難、自力、聖人

為本。

當然，因為淨土法門太簡單了，

而且眾生都有自力的執著，生來就想

靠自己的力量，覺得自己了不起。所

以，佛必須先順他意來說，就是前面

說的「或說多聞而得度，或說少解證

三明」，需要這種隨宜方便；如果上

來就說，不行，眾生接受不了。

佛講淨土法門，從全自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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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慢慢滲入，最開始是少部分他

力，大部分自力；然後過渡到一半

自力，一半他力；再過渡到大部分他

力，少部分自力；最後過渡到完全他

力。佛也是不得已。

我們再讀幾段印光大師的法語，

和這個內容是呼應的。

仗自力非煩惑斷盡，

不能超出三界。

必須斷盡所有煩惱，包括見惑、

思惑，否則不能出三界。

仗佛力若信願真切，即可高登九

蓮。當今之人，欲於現生了生死大

事者，捨此一法，則絕無希望矣。

重點在最後一句。印光大師說，

現在的人想要現生了脫生死，捨掉淨

土法門，絕對沒有希望。

我們聽到這樣的話，可能會覺

得：「印光大師說話怎麼這麼絕對

呢？不留點兒餘地嗎？」不能留餘

地，而且這是一個血淋淋、活生生的

現實。為什麼這麼說呢？淨土宗編輯

部編過一本書，叫《有禪無淨土，十

人九蹉路》，裡邊列舉了很多例子：

前一世是高僧，但是當生沒有了生脫

死，因為他是高僧，修了很大的福

報，所以這一世做高官，或者做文學

家，享受福報，可是死後又墮落了，

一世不如一世，修行不如以前了，或

者完全不修行了。這不是血淋淋的事

實嗎？但是，「無禪有淨土，萬修萬

人去」，雖然不會修禪，但是會念

佛，那就「萬修萬人去」，一個都

不漏。

如來一代時教，所說一切法門，

雖則大小不同，權實各異，無非

欲令眾生斷惑證真，了生脫死，

圓彰本有，直成佛道而已。但以

眾生根機不一，故致如來隨順機

宜，作偏圓頓漸，種種說耳。

這和「隨宜方便化群萌」的意思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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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眾生輪轉生死，久經長劫，惑

業深厚，障蔽妙明，非宿根成熟

者，欲於一生取辦，實乏其人。

既不能一生取辦，則再一受生，

其迷而退者，萬有十千，悟而進

者，億無三四。

大部分人都是往後退，沒有一世

比一世強的。

仗自力修戒定慧，以斷煩惑而證

涅槃，其難如是。致如來普度

眾生之懷，鬱而不暢，眾生速出

生死之道，塞而罔通。然如來大

慈，必欲令一切眾生，同於現生

了生脫死，超凡入聖，遂開一信

願念佛求生西方之淨土法門，無

論上中下根，悉令現生度脫，乃

以己信願念佛，感佛慈悲攝受，

感應道交，故獲斯益。

這和「出世本懷文」的意思是對

應的。

今人稍聰明，便自大自是。末世凡

夫欲證聖果，不依淨土，皆屬狂

妄。參禪縱到明心見性，見性成佛

地位，尚是凡夫，不是聖人。

開悟只是第一步，悟和證是兩

回事，悟道不等於證道，悟道還是凡

夫，證道才超凡入聖。

試觀《華嚴》大經，王於三藏；

末後一著，歸重願王。《法華》

奧典，妙冠群經；聞即往生，位

齊等覺。則千經萬論，處處指歸

者，有由來也。

《華嚴經》最後也講到淨土，就

是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

文殊發願，普賢勸進。

文殊、普賢都求生淨土。

如來授記於《大集》，謂末法中

非此莫度。

龍樹簡示於《婆沙》，謂易行

道，速出生死。則往聖前賢，人

人趣向者，豈徒然哉。

誠所謂一代時教，皆念佛法門之

註腳也。

《婆沙》就是《十住毗婆沙論》。

這段話說得很大膽，一般人不

敢說。那麼多法門，居然都是給淨土

法門作註腳的，一般人聽到都得跳起

來。所以，印光大師活著的時候，有

很多人反對他。但是，七十多年過去

了，今天提起印光大師，再也沒人反

對。當時反對，是因為這些話傷了一

些人的感情，「我修了一輩子，居

然是給你作註腳的？」接受不了。所

以，有些話得隔開那個時間，再回頭

看，才知道孰是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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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請之友：志工四喻

文／釋慧淨

一、志工是「不請」之友

二、志工是「傭人」之相

三、志工是「同塵」之身

四、志工是「無我」之心

一、志工是「不請」之友

《大經》說：

為諸庶類，作不請之友；

荷負群生，為之重擔。

以不請之法，施諸黎庶。

如純孝之子，愛敬父母。

於諸眾生，視若自己。

二、志工是「傭人」之相

《優婆塞戒經》 說：

自省己過，善覆他罪，樂修慈心。

願為眾生趨走給使，

令彼安穩歡愉受樂，

為他受苦心不生悔。

不念自利常念利他，

身口意業所作諸善，

終不自為恆為他人。

自捨己事先營他事，

營他事時不擇時節，

終不顧慮辛苦憂惱。

三、志工是「同塵」之身

《普門品》說：

應以何身得度者，

即現何身而為說法。（意）

四、志工是「無我」之心

《金剛經》說：

應如是生清淨心：

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修一切善法，

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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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宗
小常識

● 方便與真實

世法望小乘：佛說一代之教，以世法

望 小 乘 ， 則 世 法 假 （ 方 便 ） 而 小

乘真。

小乘望大乘：以小乘望大乘權教，則

小乘假而權大乘真。

權大望實大：以大乘權教望大乘實教（華嚴、天臺），則權大乘

假而實大乘真。

華嚴法華望十九願：以《華嚴》、《法華》望《大經》之第十九

願，則《華嚴》、《法華》假，而第十九願真。何以故？《華

嚴》、《法華》猶以往生極樂為其經益（《華嚴》之奧在普賢導

歸極樂，《法華》之妙在淨土蓮華化生，然彼猶不出彌陀第十九

願自力修諸功德迴向之領域故）。

十九願望十八願：以第十九願望第十八願，則第十九願假（權

教），而第十八願真（實教）。

是故，淨土宗之本願念佛，至為簡易穩當，極其殊勝圓頓。《往

生論註》說：「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彌陀要解》說：

「方便中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義，圓頓中最極圓頓。」

● 門餘大道

善導大師《觀經疏‧玄義分》說：「門餘八萬四千，漸頓則各稱

所宜。」（《淨土宗聖教集》458頁）意思是說，世尊一代之間所

說的法門很多，有八萬四千之餘。

後來引申為門餘之「門」，指聖道門權實漸頓等八萬四千法門；

「餘」唯指八萬四千法門之外，淨土門他力念佛往生之大道，謂

之「門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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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力念佛往生的教義，是超絕通途因果的軌則，道理以外之

法，不可思議之道，不斷煩惱的凡夫，當生往生最高妙的彌陀報

土，故說淨土門他力念佛往生之道，謂之「門餘大道」。

善導大師《般舟讚》 說：

	門門不同八萬四		為滅無明果業因

	利劍即是彌陀號		一聲稱念罪皆除（《聖教集》924頁）

又說：

	佛教多門八萬四		正為眾生機不同

	門門不同名漸教		萬劫苦行證無生（《聖教集》925頁）

善導大師《法事讚》說：

	如來出現於五濁		隨宜方便化群萌

	或說多聞而得度		或說少解證三明

	或教福慧雙除障		或教禪念坐思量

	種種法門皆解脫		無過念佛往西方

	上盡一形至十念		三念五念佛來迎

	直為彌陀弘誓重		致使凡夫念即生（《聖教集》787頁）

這都是在說明念佛功能具足圓頓最極的利益，高超八萬四千法門

之外。

● 極樂淨土之真相

一、極樂之語義

就極樂語義而言：《阿彌陀經》說：「彼土何故名為極樂？其

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稱讚淨土經》

說：「無有一切身心憂苦，唯有無量清淨喜樂，是故名為極樂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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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是相對於迷妄世界四苦八苦之眾苦充滿之相狀，而說無有眾

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然而，極樂世界之樂，據實而言，並非

與苦相對之樂，是超越苦樂之真樂，如《大涅槃經》卷二一〈德

王品〉說：「無苦無樂乃名大樂，涅槃之性無苦無樂，是故涅槃

名為大樂。」

此極樂之語義，若以相對性解釋，是脫離迷妄世界所有之苦，但

受諸樂之世界，故名極樂；若以絕對性解釋，是超越迷界之苦樂

的大涅槃真樂境界，故名極樂。

而且應知，此絕對性真樂非吾人所可想像，亦非吾人所能了解。

二、極樂淨土之真相

極樂淨土是報身阿彌陀佛所居住清淨莊嚴之世界，其實質是相應

於光壽二無量之佛身的大涅槃界。對阿彌陀佛而言，是使眾生往

生之處，是救度眾生之處；對我等眾生而言，是我等眾生往生之

處，享受無上大果之處。

佛身是不可稱、不可說、不可思議之法體，故彌陀所居住之淨

土，亦非吾人之知識範圍所能思議之妙境，故《大經》說：

「見彼嚴淨土，微妙難思議。彼佛國土，清淨安穩，微妙快樂，

次於無為泥洹之道。其佛國土，清淨莊嚴，超踰十方一切世

界。」《往生論》說：「無量壽佛國土莊嚴，第一義諦妙境界

相。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可知，極樂淨土之真相，非以

吾人有限狹小迷暗的思想知識所能思量想像的勝妙相。

然而淨土三經說，極樂淨土有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

有七寶池，八功德水，青黃赤白蓮花鮮開，清香普薰；有七寶莊

嚴之廣大宮殿樓閣；黃金為地，地面平坦無山無河無海；有萬種

音樂於空中播放；種種雜色之鳥出和雅音；百味飲食自然現前，

其快樂無極等。

此等記事，果為極樂淨土真相之描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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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皇帝讚僧詩　局部　　
邱忠均／版畫

其實，如上之記

事，皆順人類界

之相狀而說，故

《 大 經 》 說 ：

「因順餘方。」

本 來 淨 土 之 真

相，不可描述，

而極樂淨土是遠

遠超越人間世界

之大涅槃界，大

涅槃界即是絕對

界，因此，其光

景 全 然 異 於 人

類世界之樣貌，

故雖對我等人類

描 述 涅 槃 界 之

光景，我等亦不可能了解。譬如對動物類貓狗或水族類魚蝦等，

描述人間豪宅的美觀，黃金白銀鈔票的價值，彼等亦全然不能了

解。

因此釋尊對人界說明大涅槃的境界，便隨順人界用重寶、採勝景

之金殿玉樓等，以如上所說，而對我等顯示極樂淨土是絕妙絕勝

的世界。

換言之，絕對界的極樂淨土之真光景，是人類之知識所不能了解

分別，故為使人類知道極樂勝妙之內容，便以人類世界最為殊勝

的事物描述之外，無有方法，故假藉以金銀琉璃等七寶嚴飾花池

樓閣，而顯示極樂淨土之莊嚴相。

因此，據實而言，極樂淨土，本來並無宮殿樓閣，亦無七寶樹

林，亦無八功德水之七寶池，亦無百味飲食。

說有此等之物，乃是姑順人類界之相狀而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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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宮殿樓閣而言，人類

界為避風雨寒暑，故有

家屋之必要，無風雨無

寒暑之淨土，則無家屋

之必要；

以清泉花池庭園而言，

為 賞 心 悅 目 ， 以 慰 勞

苦 ， 有 珍 草 嘉 木 、 清

泉花池等庭園之必要，

既無勞苦亦無憂惱之淨

土，則無七寶樹林、八

功德水等庭園之必要。

故，七寶樓閣、七寶樹

林等，皆是隨順人類界

之描述。

《大經》說：

彼佛國土，清淨安穩，

微妙快樂，次於無為泥

洹之道。

其諸聲聞、菩薩、天人，智慧高明，神通洞達，咸同一類，形無

異狀；但因順餘方，故有天人之名。

顏貌端正，超世稀有，容色微妙，非天非人，皆受自然虛無之

身、無極之體。

然而，極樂世界乃如意境界，可隨眾生所欲，而如意變現。如

《往生論》所說：

永離身心惱，受樂常無間。眾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

張大千／天女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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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 │ 釋疑

《維摩經》說成就八法往生
淨土，為什麼沒有念佛？
問：《維摩經》說：「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何等為

八？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

眾生，謙下無礙；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

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恆

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為八法。」請問為什麼八法當中沒有念佛？是否有誤？

答：《維摩詰經》不是淨土的正依經典，也不以念佛為宗，而是以淨心為宗，所

謂「心淨則國土淨」。另外，它講的往生淨土，並不是指西方極樂淨土；如

果是往生西方極樂淨土，那當然就要念佛了。

佛在諸大乘經裡講了很多往生淨土的方法，《維摩詰經》前面的〈佛國品〉

也講了很多，比如「直心是道場」、「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

眾生來生其國」等等，不限於這八法。當然，也不限於僅講念佛。

所以，我們說釋迦牟尼佛的出世本懷在於講彌陀本願，諸大乘經典多談念

佛，這是從總的趨勢來說的，並不是說每一部經都要講念阿彌陀佛。

《金剛經》沒有講，很多經典也沒有講到念阿彌陀佛；即便是淨土三部經當

中，比如講到淨業三福的時候，也沒有明顯地說念佛。這些都是顧慮通途法

門關於淨土的往生方法。

這樣的提問也反映出我們的思維狹隘，「專」固然很好，但是也要通達

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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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們說樹往上長，誰

都認可，「對，樹往上

長」；可是有人就較真，

他說：「不對，你看這樹

還有枝是斜長著呢，還有

枝是橫著長著呢，還有些

細枝是往下長著呢。」這

就屬於不會看。

會看經的，看佛的所有經

典，沒有離開念佛的，即

使這八法也沒有離開念

佛，都在念佛這棵大樹

上面，只是各自不同的方

向，不同的表達方法。

所以，為什麼強調正依經

典的重要，我們學習淨土

法門，往生彌陀淨土，如

果沒有那個智慧，最好不

要讀得太廣，就以這三

部經為主。更不能看到

別的經典沒有說到念佛，

就說：「這是不是有錯

呀？」或者認為：「哎，

它是對的，那我的信心就

不夠了，不是都講念佛

嗎？怎麼沒講念佛？」這

些都是自己認識上還不夠

透徹。

吳大仁／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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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生福慧，子孫出賢才
──慧淨法師春聯解讀

文／黃打鐵

慧淨法師2020年鼠（子）年擬的

春聯為：

念佛聲聲生福慧，

子孫代代出賢才。

這副對聯講的是念佛因果。

上聯說的是我們念佛人不僅有決

定往生這樣的淨土特別利益，還有修

學通途法門所能得到的增福開慧的利

益。下聯是說念佛人不僅本人得到現

世利益，其現在以及後世的子孫，代

代也都會有才智出眾的善人、賢才。

子孫出賢才是世間因果，念佛

生福慧是通途因果，這是對聯文字的

顯義。對聯的密義是淨土特別因果，

念佛是因，果報是本人往生成佛（上

聯），子孫代代念佛（下聯）。

如《無量壽如來會》說：「是故

我今為大囑累，當令是法久住不滅。」

聖道法門還有法滅之時，淨土法門無

正像末，代代相傳，常住不變，永存

世間。

上聯：念佛聲聲生福慧

一、經文的依據

我們念佛，目的是往生淨土；往

生淨土以後的利益是，一得往生，就

入佛的境界，就與佛一樣的受用。佛

所有四智、三身、十力、四無畏等一

切內證功德，相好、光明、說法、利

生等一切外用功德，當下就會現前，

就會具足，就會成就。而在往生之

前，也同樣得到了無上的功德利益。

《無量壽經》說：「其有得聞彼

佛名號，歡喜踴躍乃至一念，當知此

人為得大利，則是具足無上功德。」

我們念一句名號，就圓滿具足無上的

福慧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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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經》說：「稱佛名故，於念

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罪滅

則福生。

《阿彌陀經》說「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執持名號就

是多善根福德因緣。

《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

章》裡說「不假方便，自得心開」，

只要專持名號，上根利智者，不必假

藉其他任何法門、任何手段，也能

大徹大悟；中下根機者，雖然不能開

悟，也可神清氣爽，業消智朗，福崇

慧生，而且就這樣的守愚念佛，恰

是暗合道妙，巧入無生，並且平生業

成，決定往生。

二、祖師的解釋

1. 龍樹菩薩

《大智度論》言：「譬如有人，

初生墮地，即能一日行千里，足一千

年，滿中七寶，奉施於佛；不如有

人，於後惡世，一聲稱念阿彌陀佛，

其福勝彼。」只一聲念佛的善根福

德，就勝過一天一千里、走一千年所

經過的地區範圍，全部是七寶組成的

供養。

《讚阿彌陀佛偈》云：「佛光能

破無明闇，故佛又號智慧光。」名號

就是佛的光明，稱名時即佛光照破眾

生之愚癡黑暗時。

2. 善導大師

《觀經疏》：「專心念佛，注想

西方，念念罪除。」《觀念法門》：

「稱念阿彌陀佛，願生淨土者，現生

即得延年轉壽，不遭九橫之難。」

「於聲聲中，除滅八十億劫生死重

罪。」《般舟讚》：「利劍即是彌陀

號，一聲稱念罪皆除。」「聲聲連注

滿十念，念念消除五逆障。」聲聲稱

名，聲聲消災免難，滅罪增福。

《往生禮讚》：「有緣眾生蒙光

觸，增長智慧超三界。」《觀念法門》：

「聲聲相續，心眼即開。」蒙光觸，

則長智慧；心眼開，也是開智慧。

3. 蓮池大師

①《彌陀疏鈔》：「越三祇於一

念，齊諸聖於片言。」

「三祇」是三大阿僧祇劫之間

修福修慧，「片言」是指六字名號。

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一念之間超

越三大阿僧祇劫的苦行，和諸大阿羅

漢、諸大菩薩，和這些聖人的福慧功

德齊等。

②《彌陀疏鈔》：「今持名，乃

善中之善，福中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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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持名是善中善，是因為只是持

名，就包含了《大智度論》裡說的五

種菩提心。持名，正是在凡夫生死心

中發起無上的大菩提心；持名，則正

念才彰，煩惱自滅；持名，則明瞭一

切諸法實相；持名，則速超生死，逐

漸具有如佛一樣的一切智；持名，則

已經得不退轉地，直到究竟成佛。

說持名是福中福，有兩個含義。

一者，彌陀是萬德名號，一名才舉，

萬德齊圓；二者，以持名之念力，及

名號加持力，自然諸惡不作，眾善奉

行。所以持名是多福，是福中之福，

我們念佛即使不期望於福報，福報也

已經完全具備了。

4. 蕅益大師

《彌陀要解》：「阿彌陀佛是萬

德洪名，以名召德，罄無不盡。」六

字名號是萬德洪名，持名則所有的福

慧功德都招感而來。

《彌陀要解》：「持佛名者，善

根福德同佛無異，則一一聲悉具多善

根福德也。」聲聲念佛，都具有多善

根多福德。

5. 省庵大師

《勸修淨土詩》：「不用三祇

修福慧，但憑六字出乾坤。」一般

來講，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修福

修慧，而淨土法門「不用三祇修福

慧」，因為所有的福慧功德，往生的

資糧，法藏比丘都為我們修好了，都

含在六字名號裡邊，我們是「但憑六

字出乾坤」，我們出離三界、往生成

佛，都只憑六字名號。

6. 徹悟禪師

「一句彌陀，開往生門，是多福

德，非少善根。」「一句彌陀，滅除

丁衍庸／南無阿彌陀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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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業，赫日輕霜，洪爐片雪。」「一

句彌陀，開般若門，十虛萬法，一口

平吞。」「一句彌陀，滿般若度，境

寂心空，雲開月露。」「是無明長夜

之慧燈，無暗不破。」般若是出世大

智慧，知道念佛往生，就是大般若智

慧；能夠達成念佛往生，就是大圓滿

福德。

7. 印光法師

「指極樂世界，以為本有家鄉。

指阿彌陀佛，以為無上慈父。令其發

菩提心，持佛名號，以深信願，求生

西方。果能拳拳服膺，念茲在茲。

則以己信願，合佛誓願。生佛相契，

感應道交。現生則業障消滅，福慧增

崇。臨終則蒙佛接引，託質寶蓮。」

 「莫訝一稱超十地，須知六字

括三乘。」不要懷疑驚訝，只要念這

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可以超越聲聞、

緣覺以及三賢十聖菩薩的一切福慧功

德，因為這六字名號是囊括三乘直至

成佛的功德的。

三、念佛，三慧宏開

三慧就是聞、思、修三慧。聞慧

是由於聽聞而生智慧；思慧是由於思

維而生智慧；修慧是由於修習而生

智慧。

《阿彌陀經》中「聞說阿彌陀

佛」是聞慧，「執持名號」是思慧，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

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

不亂」是修慧。

《法事讚》中「念念思聞淨土

教，文文句句誓當勤」，「思聞」，

這是聞慧和思慧，「淨土教」是指淨

土三經；「文文句句」，每一句我們

都應該「勤」，勤什麼呢？勤修，勤

念佛，這是修慧。所以，聞、思、修

都有。

這三慧如果以自力修行的話，

有聞慧然後有思慧，有思慧然後有修

慧，這樣就有淺和深。如果是仰靠佛

力，沒有淺深，沒有先後，念佛時，

當下聞、思、修三慧具足。聽聞善知

識宣講彌陀救度是聞慧，聞聽彌陀名

號是聞慧；眾生憶佛念佛，彌陀憐念

眾生是思慧；「言『阿彌陀佛』者，

即是其行。」念佛如乘船，船行即是

乘客行，這是修慧。

下聯：子孫代代出賢才

因果是宇宙中必然的道理，不僅

佛教講因果，儒、道也講因果。不同

的是，儒、道是世間因果，而佛教包

含世出世間一切因果。

《詩經》：「永言配命，自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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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福。」

《周易》：「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書經》：「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

《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

《左傳》：「禍福無門，惟人所

招。」

作善、作不善，這是因；降祥、

降殃，則是果。餘慶餘殃，是正慶正

殃所剩餘下來的，是後代子孫所受的

果報。正慶正殃，是積善積不善之本

人，於現世及來生後世所受的果報，

這種果報比餘慶餘殃，還要超過百千

萬億倍。行善的人，會託生到積善的

家庭裡來享福。行惡的人，則託生到

造惡的家庭裡遭受苦痛和災禍。今世

富貴，大都是過去生中修福之人。子

孫能夠享受榮華，則是祖先深厚善德

所遺留的。

上人春聯的上聯「念佛聲聲生福

慧」是說念佛人本身所得之增福開慧

的「正慶」利益，下聯「子孫代代出

賢才」是念佛人之子孫後代「餘慶」

的利益了。

子孫「餘慶」的利益，在佛經中

也有證明。

《普門品》云：「若有女人，設

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

福德智慧之男；設欲求女，便生端正

有相之女，宿植德本，眾人愛敬。」

《楞嚴經》云：「求妻得妻，求

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

壽，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

這兩段經文是說的佛菩薩名號

及密咒的威力感應，但同時也證明了

念佛人「子孫代代出賢才」。這裡求

妻自然是求信佛念佛、賢慧貞靜的妻

子，求子也必定是求信佛念佛、賢善

有才的子孫，否則何必要向菩薩求妻

求子呢？這樣的結果就會是成為佛化

的家庭，全家吃素念佛，全家往生

淨土。子孫代代念佛，代代都是佛

子賢才。

聲聲稱名，契合彌陀本願；

聲聲稱名，具足往生願行；

聲聲稱名，已得無上大利；

聲聲稱名，完成往生之因；

聲聲稱名，聲聲障盡罪除；

聲聲稱名，即是常懺悔人；

聲聲稱名，機法深信都在；

聲聲稱名，不落生死範圍；

聲聲稱名，念念往生無疑；

聲聲稱名，與佛平等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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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疫病，讓我聽見
來自靈魂深處的暴擊五連問！

文／笑笑

關於2020年，每個人

都有過無數的夢想與期待。

就在2020年序幕緩緩拉開

之際，突然從幕後伸出一雙

手，按下了暫停鍵。剎那

間，我們的人生停擺了。在

一片茫然、驚慌、恐懼、痛

苦之中，我們聽見了，來自

靈魂深處的暴擊五連問！

１
2019年，我們都覺得很

難。春節小長假快來吧！我

要好好睡一覺！這是每個人

的最大願望。

可是，當長假終於來臨

時，我們卻發現：睡覺才是

這個世界上最難的事。

下一個客戶還沒來，打個盹兒先

我就睡10分鐘...

10分鐘...
離指考還有ＸＸ天

媽媽，我就上個幼兒園，

為什麼要學程式？

程式是什麼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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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害怕睡覺，是因為睡得太多了；可是，還有些人害怕睡覺，是因為睡

下去後，就再也無法醒來。

我們是要睡著？還是醒來？ 

這是2020年的第一個問題。

讓我一次睡個夠

除夕　　     　大年初一　　    初五迎財神

立春　          元宵節　          情人節

現在看到床就想吐

拜
託
！

我
真
的
不
想
再
睡
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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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年，我們祈願這是幸福的一年，把「福」字貼在家門口。但是，有少數

貪婪的人，他們竟把「蝠」吞進了口裡。於是，我們，生病了。

萬物本為一體，沒有一個眾生與你無關，每件事的發生都是因果使然，搶來

的東西，遲早要加倍償還。如此簡單的道理，卻非要經過一場巨大的災難，我們

才能明白。

我們是要殺生？還是護生？

這是2020年的第二個問題。

去年的年夜飯

今年的年夜飯

福　

！　

離

病　　　毒

給您拜年啦！

唉，在籠子裡過年，

　　　　　苦噢！

誰讓咱以前總把人家關籠子裡呢！

摸了髒東西要洗手！

好可愛的小貓咪

多謝提醒！

狗狗，你不想出去玩嗎？

我買不到口罩，

怕被人類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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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曾經如此渴望假期，渴望休息，可是，當我們真的可以休息時，卻發現

自己根本不會休息，也不想休息。我們想出門、想狂歡、想熱鬧，就是不願獨自

一人。

比起外面的病毒，

我們更害怕面對自己。

當我們被迫安靜下來時，

就會聽見心裡響起一個聲音：

你真的幸福嗎？你真的快樂

嗎？現在的生活真是你想要的

嗎？

我 們 不 知 如 何 回 答 ， 只

好繼續裝睡。可是，即使全世

界都睡著了，我們的心卻像發

瘋一樣，到處跑來跑去。因為

心要尋找答案，找不到答案的

它，生病了。

身體病了要吃藥，

心生病了該怎麼辦？

這是2020年的

第三個問題。

無聊只能玩自己的腳丫子！

一天擦八遍地板當健身

這袋什錦豆共有　　　　74顆

喂，樓下的，我們來吵一架吧！

　　　為啥啊？　

　　　　　　再不和人說話，

　　　　　　我快發瘋了！

過去　　　　　人生　　　　　未來

2019 你過得怎樣？

太難了。

你說，2020年會不會好一點？

你太天真了。

家
　
庭 財

　
富

事
　
業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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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年以前，我從沒正眼瞧過「死亡」這個詞。雖然有生就有死，人人必有

一死，但是，這只是書本上的概念而已，這些「人人」中，似乎不包括我。我的

人生計畫表排得滿滿當當，已經排到了一百歲，死亡是別人的事，與我無干。可

是，這些天來，我全身上下的每一個毛孔都在吶喊：死亡離我如此之近，就在我

的呼吸之間！

如果不是這場疫病，我們都不會發現：自己竟然如此怕死。可是，對於死

亡，我們除了恐懼之外，一無所知。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對死亡的漠視、自大與無知。

這場疫病中逝去的人們，為我們留下了最珍貴的饋贈：

當死亡來臨時，你準備好了嗎？

這是2020年的第四個問題。

我在武漢上大學，今年沒能回家。
爸媽天天守在電視機前看新聞，
既想看到我，又怕看到我。

我新交一個男朋友。
以前我媽總會問：他家有幾套房子？
最近改問：他家有幾箱口罩？

寶寶突然打了個噴嚏。
我嚇得一哆嗦，
竟把他扔了出去。
如果沒有這場疫病，
我真不知道自己如此怕死。

無常念念至，

恆與死王居。



淨土宗雙月刊 │ 113

【
修
學
園
地
】

5
逝去的人已經逝去，活著的人還要繼續生活，我們之所以沒有時間考慮死

亡，是因為活著，就已經耗費了我們所有的力氣。

當我們為活著傾盡全力，終於

得到了想要的東西時，無常與死亡

卻總是突然跳出來，將我們所有的

東西統統打個粉碎。我們不得不重

頭再來，一遍、兩遍、無數遍。我

們怕苦，更怕這些苦輪迴不休，永

無止息。

有沒有一個世界，

只有快樂沒有痛苦？

這是2020年的第五個問題，

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當我們提出問題時，就離答案

不遠了。所有的答案，早已經寫在

了佛經祖典中。雖然這場疫病帶來

了無數痛苦，但是，也因此帶來了

佛陀的教誨與祝福，苦惱的人們有

福了。

生活費

應
酬

學
費

房
貸

信
用
卡

房
租

帳
單

苦

輪　　　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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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我們是要睡著？還是醒來？

答案：

‧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金剛經》）

‧	眾報隨業生，如夢不真實，念念常滅盡，如前後亦爾。（《華嚴經》）

‧	此三界，皆是有漏邪道所生；長寢大夢，莫知悕出。（《往生論註》）

‧	如得重病箭入體，眾苦痛集安可眠？（《坐禪三昧經》）

問題二：我們是要殺生？還是護生？

答案：

‧	世間毒禍，莫先於口。（《大方便佛報恩經》）

‧	觀諸眾生，同於己身，念肉皆從有命中來，云何而食？（《大乘入楞伽經》）

‧	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楞嚴經》）

‧	常行慈心，利樂有情。（《妙法聖念處經》）

‧	如純孝之子，愛敬父母。於諸眾生，視若自己。（《無量壽經》）

問題三：身體病了要吃藥，心生病了該怎麼辦？

答案：

‧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華嚴經》）

‧	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楞嚴經》）

‧	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即是

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觀無量壽經》）

‧	行念佛者，如大力士，拋心王枷鎖，到慧彼岸。（《觀佛三昧海經》）

‧	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

之業，順彼佛願故。（《觀經四帖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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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當死亡來臨時，你準備好了嗎？

答案：

‧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憂患，如是

等火，熾燃不息。（《法華經》）

‧	人在世間愛欲之中，獨生獨死，獨去獨來。當行至趣苦樂之地，身自當

之，無有代者。（《無量壽經》）

‧	我從無始循三界，為虛妄輪所迴轉。一念一時所造業，足繫六道滯三

塗。（《往生論註》）

‧	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大集經》）

‧	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

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

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

阿彌陀佛極樂國土。（《阿彌陀經》）

問題五：有沒有一個世界，只有快樂沒有痛苦？

答案：

‧	彼土何故名為極樂？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

（《阿彌陀經》）

‧	雖一世勤苦，須臾之間；後生無量壽國，快樂無極。（《無量壽經》）

‧	眾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故我願生彼，阿彌陀佛國。（《往生論》）

‧	若人造多罪，應墮地獄中，才聞彌陀名，猛火為清涼。

‧	若念彌陀佛，即滅無量罪，現受無比樂，後必生淨土。

（《觀世音菩薩往生淨土本緣經》）

‧	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

為其勝友；當坐道場，生諸佛家。（《觀無量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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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疫病早日離去，

願眾生平安喜樂，

願國家和平昌盛，

願人人信佛念佛。

佛與我們同在，無論我們走到哪裡，都免受一切的災難。

在人世間有苦難，在佛懷中有平安。

佛會陪我們一起走完這一生，生龍活虎過一生。

權迎升／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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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之約
文／佛故居士

你問飛蛾

什麼是信仰

她用義無反顧的背影

指向的方向告訴你

她用翅膀掠過炬火

發出的讚美告訴你

她用投身火海

剎那間消失的青煙告訴你

你看到的是死亡

她只是

奔赴光明

對光明的信仰是我們的天性。即使今生忘記了，也總會有一生

想起。這是命中注定的因緣，是無量劫前阿彌陀佛與我們的約定。

所以，當我們與飛蛾一樣，懷著對光明的信仰而生；當我們與

飛蛾一樣，向著光明一路而行；當我們與飛蛾一樣，用盡生命去讚

美：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最後，當

我們像飛蛾一樣，終於脫下這個凡質肉身，在一片光明中化為灰燼

時：你看到的是死亡，而在我們，只是記起了他的名字，曉了他

的愛和諾言，然後迫不及待地去奔赴一場等待久遠的、與光明的

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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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彈琵琶說救度：
「觀經變相」賞析

文／釋佛欣

一、敦煌迴響，彌陀呼喚
敦煌，是去過的，不僅是在夢

裡。否則，敦煌的莊嚴不會這麼清

晰，刻在生命裡。

漫長輪迴的生命中，不知多少次

走進敦煌的石窟，也許是雲遊僧人、

是匠人，或是虔誠的供養人……。因

為淨土是一切人的故鄉，而敦煌，道

盡了故鄉的美好。

諸佛的慈悲，在匠人一鑿一鑿

的雕造、一層一層的點染下，早已悄

悄傾注於諸造像中，投射到了這個世

間。石窟的每一尊佛像，每一幅壁

畫，甚至每一種色彩，都不是簡單的

靜止畫面，是祖師的願力、供養人的

祈願，把淨土的溫雅德香浸潤給了苦

惱的世人。

若能靜觀，煩亂終歸寂靜、熱

惱變為清涼，就能聽見一直在石窟中

迴響的彌陀的呼喚：「孩子，我在敦

煌等你，不過千年；而我在淨土等

你，已經十劫。」縱然相隔千里，未

能走進石窟，若有緣看見壁畫的一個

畫面、佛菩薩一個微笑，甚至任何一

個自在瀟灑的動作，也會被震撼、感

動，從而發起願生淨土之心，回應彌

陀的呼喚，一聲一聲稱念「南無阿彌

陀佛」。

二、反彈琵琶，主動救度
開鑿於中唐時期的112窟，是一

個袖珍石室，僅容納五人。窟內南壁

有「觀無量壽經變」，整幅畫敷以石

綠、赭黃、鉛白等色，華麗而典雅，

線描明快，菩薩、飛天衣帶飄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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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　112　窟南壁東側《觀無量壽經變》中的「反彈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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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帶當風」的韻致。畫上一位菩薩

反彈琵琶，尤其讓人歎為觀止，打動

人心。

在敦煌壁畫中，彈奏琵琶的畫面

達數十幅之多，姿態各異，或豎彈，

或橫彈，或傾身倒彈，還有共命鳥也

彈奏起琵琶，皆是靈動飄逸，自在優

雅。然而，第112窟南壁東側《觀無量

壽經變》中的「反彈琵琶」姿態，堪

稱一絕，儼然是敦煌藝術裡最經典的

伎樂形象，最優美的舞姿。

《觀經變》中，阿彌陀佛在蓮

臺上跏趺而坐，觀音菩薩、大勢至菩

薩各坐一邊，周圍寶樓林立，寶樹行

列，聖眾環繞。

在阿彌陀佛正前方的七寶平臺

上，有六位伎樂菩薩，呈「八」字形

分坐左右：左側菩薩持婁鼓、笛、拍

板，右側菩薩奏箜篌、阮咸、琵琶，

共同以微妙聲供養阿彌陀佛。

當中有一位迥出的菩薩，正合

著樂音起舞，揚眉瞬目，神態自若。

他上身坦露，披掛瓔珞，赤足踏地，

手持琵琶，右腳高高擡起，正在翩翩

起舞，舉足旋身，輕盈自在。突然，

一舉足一頓地，再一個出胯旋身，左

手置琵琶於身後，右手後揚，反臂而

彈。一瞬間，這令人驚歎的動作定格

了，吸引眾多目光，在歷史的長河中

激起千年浪花。

而這時，阿彌陀佛的正覺大音也

正緩緩響起。

按今日所見的資料，唐人坐姿

彈奏的琵琶，是橫著的，狀似倒梨，

兩手放低，左手按音位，右手撥弦。

坐彈琵琶，是靜態的、受限的、定點

的、單向的；《觀經變》的反彈琵琶

全然不同，是動態的、自在的、舞動

的、隨意向著十方的，似乎是剛往生

到淨土的聖眾，迫不及待要用最美的

音聲供養阿彌陀佛。

而最美的供養，是向十方傳達阿

彌陀佛主動救度眾生的悲心。

怎麼說呢？琵琶有特殊的渾厚

音，詩人說「大弦嘈嘈如急雨」，

「嘈嘈」就是低沉而響亮的狀聲詞，

因為震聲相連，如暴雨乘風，才見天

邊的烏雲，霎時已經橫掃大地。這樣

的急雨嘈嘈，和清越激厲的細弦交替

演奏，特別淒緊、激昂，如百萬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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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著先鋒部隊，勇猛地突進敵軍核

心，一舉攻破，整個過程乾淨俐落，

速戰速決。那麼，阿彌陀佛如何主動

救度眾生呢？如果不是這金剛之音、

鋒利如寶劍的六字名號，獨挑大樑，

衝鋒陷陣，刺進煩惱群賊的賊窩，一

擊首領心臟，我們這些被綑綁得透不

過氣、無一時半刻自在的罪業凡夫，

究竟該靠什麼脫離群賊環顧的這個火

宅？阿彌陀佛送到我們面前來的這六

個字，才念出口，毀壞刑具，破開枷

鎖、降伏群賊惡獸……。妙的是，我

們絲毫沒有覺察。這樣悄無聲息的

「正覺大音」，若不用形象化的「反

彈琵琶」絕技來表達，就不足以展示

阿彌陀佛自在無礙的本願力功德了。

中唐之際，善導大師所弘揚的淨

土法門，早已傳遍敦煌。《觀經變相

圖》中，「反彈琵琶」菩薩的形象，

也是畫師深受淨土宗的影響，將阿彌

陀佛主動的、不待眾生祈求的救度寄

託其間。眾生一看，雖然渾不知覺，

但感到一種奇特而心生愛好，這時彌

陀本願已緊緊跟隨眾生，在眾生心裡

放光……。不凡的形象，擁有不凡的

寓意。以致於千年之後，人們對「反

彈 琵 琶 」 的 喜 好 有 增 無 減 ， 相 傳

成誦。

請看敦煌的市中心，佇立在最繁

華地段的五米高雕像，就是「反彈琵

琶」！ 

那尊矗立在敦煌繁華之地的極樂

菩薩形象，反持琵琶，自在優雅，十

方來客，擡頭一看，無不心生歡喜。

這便是阿彌陀佛主動救度眾生的善

巧方便，正是以這樣親切、自然的形

象，更能走進世人的生活。

原來，極樂世界的佛菩薩，也

是主動走進世間，在喧鬧的城市自在

起舞，為十方有緣彈奏一首念佛歸鄉

曲，歡迎十方來客，走入敦煌故土；

更是在呼喚、迎接眾生，跟著阿彌陀

佛回歸淨土故鄉。

三、歌舞盛世，方便示現
盛唐好歌舞，上至帝王妃嬪，下

到黎民百姓，音樂舞蹈成了他們共通

的語言。人們既然對歌舞心馳神往，

供養人出資繪圖，自然也希望盡六根

所及的莊嚴相來讚嘆供養諸佛。據歷

史記載，唐玄宗通曉音律，曾挑選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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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子弟三百人，教於梨園。要說到歌

舞，梨園子弟的絕技就是唐人所能想

像的人間最上供養了。所以，壁畫上

的淨土世界，或許正是宮廷樂舞的

投射。

反過來說，一個高超的「反彈琵

琶」妙相，也是阿彌陀佛心知眾生的

喜好，為了讓眾生欣慕淨土，佛力加

持畫師，讓他們看見淨土菩薩的自在

歌舞，和供養諸佛的莊嚴場面，一筆

一筆照著描摹，成為今天我們所見的

經典形象。

其實，一切關於佛菩薩形象、

佛國淨土的描繪，都是佛為了隨順世

人，方便引導，用世間常見的事物來

比喻而已。世人喜愛寶物，佛便把極

樂世界說成我們喜歡的樣子――黃金

為地，七寶嚴飾。真實的淨土，是無

為涅槃的境界，豈是世間珠寶所能

形容？

唐人喜歡歌舞，淨土就有微妙舞

曲；當今科技資訊時代，阿彌陀佛也

會展示現代人喜歡的樣子。若有緣蒙

佛感應，或許看到的淨土，寶樓中處

處是高科技的設備，像科幻世界一般

神奇。

《觀經》裡，佛給韋提希講定、

散二善之前，第一句話就說：

我今為汝廣說眾譬，亦令未來世

一切凡夫欲修淨業者，得生西方

極樂國土。

對極樂世界的一切描繪，皆是譬

喻之說，為生欣慕，為願往生。

淨土的真實境界，唯有往生，才

能徹底明瞭。

四、彌陀救度，不可思議
「反彈琵琶」是敦煌藝術的經

典，備受矚目，因此也變成了一個隱

喻，喻指突破常規的思維和行為。

一個「反彈琵琶」的伎樂動作，

暗合道妙，成了解讀《觀經》深意的

秘鑰。要想真正讀懂《觀經》，必須

突破常規，逆向思維。世人解讀《觀

經》，每每只見定、散二善的「自

力」，並沒有看到其中蘊藏的「佛

力」，更難以看到阿彌陀佛的「願

力」。唯有突破凡夫自力之心，看向

彌陀弘願，才能讀懂《觀經》彌陀救

度的悲心――「汝好持是語，持是語

者，即是持無量壽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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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南無阿彌陀佛」，超越世

間一切思維、邏輯、常規，是阿彌陀

佛大願業力所成就，不可思議，眾生

稱念，必得往生。

所以，淨土法門這一曲樂舞，

就應當「反彈」：菩薩以阿彌陀佛的

五劫思惟為底氣，躍動起永劫修行的

熟練舞步，用阿彌陀佛成就的接引寶

手，托起六字名號的琵琶，反著一切

眾生自力我執的方向，彈奏絕妙的救

度法音，最後攻克凡夫堅固不破的

煩惱。

這是阿彌陀佛不可思議的救度，

所以，敦煌有了不可思議的「反彈琵

琶」。

敦煌石窟　112　窟南壁東側《觀無量壽經變》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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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說好今夜來聚，

可是一等再等。由月出，而

月中，而月西……。站在梧

桐 樹 下 ， 引 頸 相 望 ， 唯 見

樹影移，不見故人來。心中

惆悵、期盼，期盼、惆悵：

是 交 通 堵 塞 ， 還 是 別 有 他

緣？不會有什麼不好的消息

吧 ， 為 什 麼 沒 有 一 點 音 訊

呢？……

An o ld  f r i end  had  a 

deal with me to meet up this 

evening. I waited minute by 

minute, hour after hour, from 

moonrise to moonset, looking 

forward to his arrival under 

Chinese parasol trees. But all 

I saw was the moving of the 

shadows of the trees. He was still nowhere to be seen. My mind fluctuated between 

disappointment and anticipation, "Did he get caught in traffic or did anything come 

up? I hope it's not anything bad. Why hasn't he sent me any message?..."

老土讀畫
今夜故人來不來　教人立盡梧桐影

Expecting an Old Friend This Evening As 
Tree Shadows Moved over the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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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在極樂盼我歸家亦如是。

Likewise, Amitabha Buddha has been expecting us to return home, the Pure 

Land.

讚曰：

劫欲盡時五濁盛，眾生邪見甚難信。

專專指授歸西路，為他破壞還如故。

曠劫以來常如此，非是今生始自悟。

正由不遇好強緣，致使輪迴難得度。

今日今時聞要法，畢命為期誓堅固。

A gatha goes:

As the kalpa of existence comes to an end, the Five Turbidities are getting 

worse.

Sentient beings are blinded by wrong views, which obstruct them to develop 

faith in Buddhism.

Although Shakyamuni Buddha has instructed clearly and specifically how to 

return to the Pure Land, our faith has been destroyed as usual.

This has been the case since time immemorial.

It is not on our own effort that we have come to know the above facts this life.

It is all because we did not come across a good, powerful causal condition that 

we have been engulfed by the endless cycle of reincarnation.

Now that we are fortunate enough to listen to the key method of rebirth by 

recitation this moment today, we should swear to consolidate our faith for as long 

as our life g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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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帶小女孩遊極樂
文／麥心怡

我的父親麥錢雲，出生於1931

年，是一位軍人。父親做事謹言慎

行，待人寬厚，非常有愛心及慈悲

心。他每天早晨都會去公園餵鳥，持

續了好幾年，鳥群們知道吃飯的時間

到了，都會成群地在公園等待父親的

到來，站在他的肩上，停在他的手

上，甚至還跟著他回家。父親是「同

生會」的會員，每天定課念佛一千

聲，迴向同生極樂國。

2019年11月2日，接獲醫院的病

危通知，父親的狀況危急，血壓一直

下降，要打增壓劑及輸血救護，要我

做好準備。隔天媽媽聯絡了慈汶師父

來幫爸爸皈依，師父讓父親知道西方

極樂世界的殊勝莊嚴，阿彌陀佛無條

件慈悲救度眾生的本願法門，只要眾

生願意往生，願被佛救，念阿彌陀佛

名號，阿彌陀佛絕對會現前來迎。當

天我們就在他的病床旁放了念佛機，

我知道爸爸在心裡都跟著念佛號。

爸爸於11月2日下午1時12分斷

氣，生前因重病的緣故，口都是開

的，往生時亦是，經師父開示並帶領

蓮友及家人朋友們助念後，面貌竟有

不可思議之轉變，嘴巴閉合起來，臉

色紅潤，還面帶微笑，比生前更莊嚴

安詳。完成助念後已是晚上9點鐘，師

姐帶著我把手放在爸爸頭頂的位置，

竟有股熱氣往外衝，此時距離爸爸往

生的時間已經八個小時，這是我第一

次感受到佛祖加持的力量，感恩阿彌

陀佛，感恩慈汶師父開示，感謝師姐

們的助念。整個歷程都如法圓滿，帶

給我們無比的溫暖與安慰，啟迪信願

念佛的善根。

父親頭七當天下午，母親突然聞

到一陣異香，持續了很久才消散。

2019年11月13日的凌晨，我十歲

的女兒第一次夢到父親，女兒說爺爺

變得像大學生一樣的年輕，歡喜地帶

著孫女去便利商店買東西。

2019年12月22日，幫父親做滿七

的法會隔天，女兒跟我說爺爺帶她去

一個很美的地方遊玩，她興奮地形容

那個好似仙境的美妙情景，讓我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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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已。以下就是女兒和我的

對話：

「爺爺帶我去泡黃金沙

的池子喔，裡面有亮晶晶的

珠寶，但是踩下去不會硬硬

的，好軟好舒服，池子裡還

有好多蓮花。旁邊的樹都會

念佛（阿彌陀佛）。天上有

好多不同的鳥在飛，而且牠

們的叫聲好好聽，我從來沒

有聽過這麼美妙的聲音。天空也飄著

花瓣雨，花兒好香好香。」

「那邊有馬路嗎？」

「那邊的地板都是黃金做的，路

上只有我在走，其他的人都搭蓮花飛

來飛去。」

「那邊的房子長什麼樣子？」

「看起來金光閃閃的，很貴的感

覺，好漂亮。對了！還有糖果屋。」

「妳怎麼知道那是糖果屋呢？」

「我用手摸了房子後舔了舔手，

是甜的耶，還有起司和巧克力棒在房

子上面。對了，還有汽水噴泉，我還

喝了好幾口，甜甜的，好好喝。」

「爺爺還有帶妳去哪裡嗎？」

「爺爺後來讓我搭上他的蓮花飛

去佛祖的家看佛。」

「妳知道是哪一尊佛嗎？」

「我不認識耶，佛祖的房子裡

有大大小小許多尊佛，最大的那尊佛

祖，他的頭上有一顆一顆的。這位佛

祖超級大喔，他一個眼睛的寬度就是

我的身高了（女兒146公分），他也坐

在超級大的蓮花裡面喔。」

「哇！這麼大一尊佛，妳看到不

會害怕嗎？」

「不會耶，媽媽，跟妳說喔，

佛祖身上放出來的光照在我身上好

舒服唷，而且他還對我微微笑，眨眨

眼。」

「再來妳還有看到什麼嗎？」

「後來我翻個身壓到東西就醒

了。」

2020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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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歲娃遊極樂
文／普晗居士

我叫普晗，和先生都是新加坡普

覺寺皈依的居士。

以前看過不少小孩子睡前念佛，

夢裡由阿彌陀佛帶去遊淨土的經歷，

很是歡喜，也很督促兩個幼女睡前

念佛。

大約去年（2019年）12月的一個

早晨，我在煮早餐，三歲半的次女圖

圖跑來告訴我：「阿佛從牆上掉下來

了。」

我放下鍋鏟，想著是不是家裡掛

著的佛像從牆上掉下來了，趕緊隨她

去看，結果沒有啊。

但妹妹好堅持，再次重複一遍。

我正疑惑中，旁邊長女幫我翻譯：媽

媽，是妹妹夢到阿佛啦！

我一下來了興致，蹲下身詳細

問。妹妹說：昨晚夢見阿彌陀佛從牆

上的畫裡掉下來又上去，又掉下來。

妹妹給看樂了，然後阿佛坐花花飛著

帶她去玩，帶她去很漂亮的地方，很

多花花，很多yellow（黃色）的房子

（妹妹還不會說金色），有樹，樹是

綠色的，也有yellow的。有水，水裡

有rainbow（彩虹）顏色的花花，還有

寶石。她說阿佛給她喝一杯水，水是

草莓味的，空中還飛來麵條給她吃，

她還吃了糖。

因為妹妹還小，我還沒有給她講

過淨土的樣貌，她居然說出來的和經

書裡的內容很像。

我問妹妹：「阿彌陀佛什麼樣

子的？」妹妹說阿佛是yellow的，很

大，頭髮是藍色的，頭後面有太陽。

這時候我就很相信她了，因為

我家裡供的佛像都是肉色皮膚的，沒

有金色的。妹妹還說看到我們一家的

蓮花，還有姥爺的花花，妹妹合起小

手，說姥爺的花花是關上的（當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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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只是抄經書，還沒有開始念佛，

結果一個月後回國過年，姥爺果然答

應念佛，現在天天抄經前用念珠念佛

一百零八聲）。

我問妹妹：「你怎麼知道那些

是我們家的花花？」妹妹說上面有名

字，她心裡認識（現實中妹妹還沒有

開始認字。我想也許是阿彌陀佛用意

念告訴她了）。

妹妹還很委屈地告訴我，阿彌

陀佛送她一朵黃色的花花和一串項鍊

（我想她說的是佛珠），可是她醒來

找不到了。

妹妹還說，阿佛跟她說，觀音

菩薩有小點點。我們很好奇，一家開

始亂猜「小點點」是什麼。我母親甚

至猜我是不是又懷孕了，後來才搞清

楚，妹妹說的是菩薩額間的白毫啊！

妹妹還說：「阿彌陀佛總是笑笑

的，說話聲好聽。」

後來不久，我們偶然看到孔雀，

妹妹很興奮地指著大叫：「阿佛那裡

我看到這種鳥！」還指著一個紅頭冠

藍色身體的鳥說：「還有這隻！」

很感恩阿彌陀佛帶我的次女去淨

土。她小小的年紀，形容起淨土來，

隻言片語，十分可愛。然而僅三歲半

的她從未聽過淨土，說出的話能與

經書一般無二，這必是阿彌陀佛啟發

我們的大信心吧。而且，佛對待孩子

能如此溫柔，逗孩子開心，用孩子能

聽懂的語言，知曉孩子喜愛的食物口

味，這宇宙中，怕是難有比他更溫柔

慈悲美好的存在了。

2020年3月2日

西村公朝／木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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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佛子的三次佛夢
文／佛倩居士

我叫佛倩，安徽人，2011年進入本門。我有一個性格活潑，脾

氣倔強的女兒，法名佛心，現在五周歲多。因為我們是佛化家庭，

平時無論是去幼稚園的路上，還是在家，我都會讓她和我一起稱念

佛號。小佛心曾經三次夢到阿彌陀佛以及極樂世界的勝境，今天因

緣成熟了，我就把她的夢境分享給大家。別看她小，對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堅信不移。我一得罪了她，就鬧著要往生淨土。

去年（2019年）九月分，也就是她快滿五周歲的時候，一天，

她告訴我：「媽媽，我昨晚躺在床上剛閉上眼睛，就看到了阿彌陀

佛和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還有許多不認識的菩薩，在我們家

放著光明，照射著我們！我們家可亮了。他們有的站著，有的坐在

蓮花上，靜靜地看著我們，我看著看著就睡著了。」

阿彌陀佛和這些菩薩們都在我們家裡面放著光明，怪不得我們

家這麼幸福呢，原來是阿彌陀佛，一直在放光加持我們呀！聽了她

的話，我忍不住笑彎了腰。

不久又一個早上剛醒來，她又興奮地告訴我說：「媽媽，昨

天阿彌陀佛把我帶到了太空。還有你和我的一位好朋友都一起去

了。」我笑著問她：「不是在極樂世界？」她說：「不是，就是在

太空，因為我還看到地球了呢！在太空中特別的好玩！你不也去了

嗎？你怎麼不記得了啊？」

第三次的夢境是年底的一天晚上，她已經躺下睡覺了還想吃東

西，我說太晚了，吃東西影響睡眠。我和她半開玩笑地說：「如果

你太想吃的話，就好好念佛，讓阿彌陀佛把你帶到極樂世界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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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什麼，和阿彌陀佛說。」沒想到

她一邊哭一邊說：「阿彌陀佛我要

往生極樂世界，我現在就往生。」

我在旁邊不停的安慰，她還是一邊

哭一邊喊要往生極樂世界。可能是

玩一天也累了，就漸漸地睡著了。

第 二 天 她 一 醒 ， 我 問 她 ：

「昨天去極樂世界了嗎？」她回想

了一下，一骨碌爬起來說：「我還

真去了，我光著腳在金色的地上跑

來跑去，開心極了！在極樂世界的

餐桌上有好多好吃的，餅乾，棒棒

糖，草莓，香蕉……；還看到有五

顏六色的蓮花，有紅色、黃色、藍

色、紫色……；在那裡我還看到了

好多鳥，有孔雀、喜鵲、麻雀、燕

子。我還和小狗，小白兔，還有好

多小動物一起玩呢！那裡的菩薩都

穿著五彩的衣服飄來飄去，可漂亮

了！極樂世界太漂亮了，我真的不

想回來。」

正如淨宗法師開示的那樣：

念「南無阿彌陀佛」，不懂沒關

係，只要念佛，佛的光明照耀著

你，佛就在你頭頂上住著，佛就在

你心中住著，佛就和你的色身融為

一體。你走到哪裡，佛就跟在後面

保護你。

佛存／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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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型

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

去 年 底 出 現 後 ，

因感染迅速，導致武

漢在1月23日宣佈封城，

甚多城鎮也進入半封閉狀態，各

國家地區紛紛停飛疫區或減少航班自

保，一時間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彷

彿重演當年SARS風暴。

2003年廣東爆發SARS非典病

毒，突如其來的陌生病毒搞得天下大

亂，據統計，到7月中旬全球確診人

數達8096人，死亡774人，幸好入

夏後病毒便銷聲匿跡，為不幸中之

大幸！

SARS來襲期間，我擔任《聯合

報》發行部執行副總，報社做了緊急

處置：人員分為兩半，在不同大樓上

班，每天嚴格執行戴口罩、量體溫、

勤洗手，停止群聚活動，就怕有人感

染導致單位被封，影響出報。

說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絕不為

過 ， 走 在 路

上只要有人咳

嗽，周遭的人立

馬 散 光 ； 用 餐 有

人講粵語，鄰桌也紛

紛走避，人人均懷疑對方

是不是有問題。病毒除了戕害身

體，更煎熬人性。

當時我姊夫罹患重症在臺大醫院

公館分院住院，家姊從旁照護，姊夫

當時洗腎且已氣切，住院期間更曾心

肌梗塞兩次，鬼門關前來回數趟，身

體非常虛弱。

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當

時病房三張病床，姐夫睡中間這張，

左右二張床的病人及看護都不幸染

煞！院方立即封閉病房將他二人隔離

在內，為了避免空氣傳染，更關掉空

調，屋內燠熱難當。

由於氣氛低迷，人心充滿疑懼，

就連穿著防護衣的醫師也不敢輕易進

入病房。家姐甚至寫好了遺書，傳真

給我交代後事。因她長期吃素，是名

SARS念佛
菩薩結界

文／邱光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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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誠佛教徒，所以我透過院方送了佛

經進去，鼓勵她千萬不能氣餒。兩週

後總算平安出關，恍若再世為人！

她事後告訴我：「你姊夫情況一

直很差，每當夕陽西下便手指前方，

喃喃念著往生親人名字，說他們站在

床前。我只是虔敬念佛，告訴他不要

害怕，佛祖會保佑我們。」

「知道隔壁床都染煞，當然會

怕！但我就是一心念佛。」

「病房被封當晚，一如往常誦

經，突然間看見地藏王菩薩現金身，

在病床四周結界。」「此次平安度

劫，都是佛祖庇佑。」

增強自身免疫力是最好的自我

保護，面對這一波新冠病毒，大家務

必遵醫囑：「勤洗手，戴口罩，停止

非必要應酬，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開放、健康的心

靈，才不會沒病給嚇出病，小病嚇成

大病。

如何擁有健康的心靈？對於有正

信的人而言，就是堅定信仰，身體力

行「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這

場新冠病毒，就如歷史上的每一場災

難，終將消去，光明在望。

2020年2月26日

（摘自《人間福報》）

淨宗法師按語

肉體凡胎，靠水穀滋養，本四

大假名，不能無病。一場時疫，有人

染有人不染，染上者有人輕有人重，

重者有人死有人活，推其根由總在環

境、身、心三方面，預防施治也從這

三方面入手。環境則隔絕病毒之源，

身體則增強免疫力，心則保持善念免

除恐懼。但對一般社會大眾而言，

最為有效的方法還在於環境隔離這一

關，身體免疫力假平日之功，非短

時可奏效，心性修養臨毒不慌更是

難事。

相對於身體上可見的病毒，人心

貪瞋癡的病毒更可怕，它無形無相，

不可捕捉，人人生來具有，個個都是

病毒攜帶者、傳播者，人盡一生都在

與他所交往的人群交叉感染，輾轉劇

烈。

佛法通途修行，持戒如同建立隔

離，從此不再與他人交叉感染；定慧

修持等於選擇適用藥物對治，逐漸提

高免疫力；發菩提心即是提升心性修

養。這也是為什麼佛法修行特別強調

持戒為第一關的原因。

但這是難行道。一般人根本不守

規矩，不好好安居隔離，反而到處亂



134

念
佛
感
應

跑， 反覆交叉感染。這第一戒律關破

了功，以後所有施治都是白搭，不起

作用。

如若念佛，阿彌陀佛的無量光明

就會在四周形成無形的屏障，保護我

們， 切斷外來病毒交叉感染的機會，

而佛光本身正是適應一切三毒病患

之特效藥，  常稱常服「南無阿彌陀

佛」六字阿伽陀藥，自然三毒煩惱漸

漸轉微，而心性調柔，心量漸廣，無

有恐懼。

本文作者的姊夫正是示現了念佛

療癒病毒的案例。論其環境，左右二

床及看護皆已感染；論其身體，非常

虛弱，洗腎，氣切，心肌梗塞，數度

遊走鬼門關，常見過去死人來床頭。

但由於家人為之念佛，則地藏菩薩現

金身在病床四周結界，也就是以菩薩

威神力，建立無形隔離，使界外病毒

疫氣不得入內，終而痊癒。

地藏菩薩乃幽冥教主，故雖念

彌陀，未念地藏，既然所求在躲避冥

界，故地藏菩薩自然現身。說明彌陀

功德具含一切諸佛菩薩功德，而諸佛

菩薩無不護念稱念彌陀名號之人，故

不必特別改念其他佛菩薩咒語。同時

說明姊夫當時確已危險，籍入冥界。

又既現身結界，必然冥加治療，否則

這種情形恐怕也不容

易回生。凡人不見，

理必如是。

又病患只是家人

為之念佛，若自己念

則利益更速，同時可

知一人念佛全家蒙福

為真實不虛。

又本案當事人當

時只求痊癒，逃過鬼

門關，若我們念佛願

求往生，則正順合彌

陀本願，不待地藏或

其他佛菩薩來結界。正由阿彌陀佛無

量光明自然團團守護，攝取不捨，法

爾自然，超過有形之眼見。如地球引

力雖不可見，但比眼見樹葉落地更為

根本。

又本案病患念佛蒙癒，雖有佛

法利益之普遍原則，也由其人特別因

緣。由普遍原則，則人人念佛求病好

皆得其益；由特別因緣，則得益深淺

遲速不等，不能保證一切人都有地藏

現身為之結界。而念佛願生淨土則得

普遍平等之攝取往生利益，因為阿彌

陀佛有攝取稱名者往生淨土之本願。

以小見大，由近知遠，由特例見

通則，事理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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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昏迷　佛亦來迎
文／美滿

我很早就接觸佛法，喜歡念佛和看佛經，卻不愛參加任何拜懺法會。

早期所學習的念佛法門，強調要功夫，除了清淨心，功夫成片，臨終一念要

清楚明白，若是臨終昏迷便不得往生。

那時念佛是在求佛能讓我預知時至，深怕自己臨終昏迷，可是從1985年念

佛至今，功夫一片也沒有，更遑論功夫成片。但是現在，我已不再擔心害怕了，

這全要感謝同修的示現，讓喜歡念佛的我，能安住在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名號

裡，躺在彌陀的懷抱中。

2016年11月，有位人很好又很精進的蓮友，知道我喜歡看印光大師的《文

鈔》，有一天同去放生時，他問我印光大師都說些什麼？頓時讓我啞口，不知如

何回答。因為大師既說人倫，也說因果，又說通途法門與特別法門……，記得當

時只回答這位蓮友，印光大師強調「敦倫盡分，閑邪存誠」。

此時他就將印光大師與善導大師的祖釋融合一起與我分享，並送我一本《善

導大師的淨土思想》，連看三遍後，再與他切磋。又送我數冊慧淨法師與淨宗法

師所寫有關淨土法門的書。當時我對這二位師父是陌生的，因過去所學習的念佛

法門，強調一師、一經、一法、一門深入，就沒有多接觸其他法師。但是知道這

位師兄的為人，以及研讀經教都非常謹慎，基於尊敬且相信，透過他的引介，我

才有緣認識到純粹的淨土法門。

家裡客廳有懸掛一尊阿彌陀佛，飯後我和同修都會在客廳繞佛，聊天談教

理。我家同修脾氣好，教他念佛拜佛也會做。因為過去念佛強調需要功夫，所以

也以此要求他，同修白天在臺電服務，回家還要配合我「練功」……。只因他修

養好，換成別人，我可能早就被「離到海口呷蕃薯」了！（按：臺語，希望對方

遠遠地離開視線、去受苦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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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修愛看球類運動，尤其是棒球，每當假日同修看棒球節目，我總會嘮叨他

有時間要念佛，我這麼精進，都擔心阿彌陀佛不要我；你還看棒球！到時候怎麼

去西方極樂世界？

他不回我，可是我倆常因這件事不愉快。

之後看淨土宗一系列的書，瞭解彌陀慈悲救度，念佛即是眾生與佛為一體，

稱名莫不皆往，改變了我的觀念，也將其帶進生活中。他看電視時，偶爾也會陪

著看，廣告時就把純粹的淨土法門教理說給他聽。

同修的父親和大哥均五十幾歲就患病臥床，需人照料，照顧者與患者都累；

所以當我們繞佛時，常和彌陀慈父說：只要生活無法自理時，請帶我去西方極樂

世界。

2017年清明節連休四天，前兩天回娘家，同修和我的母親聊天，一起吃東

西。那天母親請他吃沙淇瑪（零食的一種），他咬一口即說難吃，母親愣了一

下，因為以前給他食物，他都會禮貌地接受。我向母親解釋，可能最近身體不好

影響心情。他的四肢行動較之前遲緩，父兄也因四肢漸凍而臥床，所以擔憂自己

是否會和他們一樣，畢竟同修已五十五歲了！他的父兄長期吃藥控制，最後都臥

床多年。雖然他也看醫生吃藥，可是他不愛吃藥，卻也不想臥床，因此上班前，

都會與我一起禮佛，心想仰靠彌陀慈父吧!

4月3日上午，我倆約好一起種地瓜，吃過早餐後，同修說外面的花開得很

漂亮，硬拉著我出去看，結婚多年也從未如此。我急著種地瓜，所以敷衍著應付

一下，誇他把花種得很漂亮，並叮嚀他趕快來幫忙種地瓜，他說：「上完廁所就

去。」我先去菜園，到了十一點尚不見同修來，心中卻突然閃過不祥的念頭，但

隨後又想，也許天氣熱，所以他爽約了。於是我還是將地瓜種完，才起身回家。

誰知一進門，就看到他倒在廁所裡，隨即打119，送到嘉基醫院，並且照了

腦斷層，醫生說：腦溢血，瞳孔已放大，問我們是否要插管急救？

「救回來會怎樣，不救能活多久？」我問。

「救回來可能成為植物人；不救的話，大概能撐二至三天。」醫師答。

此時沒了主意的我，幸好有同門善知識的陪伴，決定送回家做臨終助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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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恩蓮友一路幫忙，昏迷中，我與蓮

友開示無數次，都以本願念佛法門為主，並

不斷安慰他。如《觀經》言：種種安慰，教

令念佛！

直至4月4日深夜10時30分，同修呼吸停了

一下，隨後變成三長二短的呼吸方式，此時我

與蓮友們隨即大聲念佛。

11時10分，只見他雙手緩緩舉高欲做合

掌，雙眼呈現三分眼，嘴角上揚，隨後擺頭左

右看看，並且笑出聲音來，最後安然落氣。

看到同修往生的過程，我們不悲傷，反而

很法喜，知道同修已回到彌陀故鄉，還示現讓

我們知道。

母親來時，同修已移入冰櫃。母親不解，

前天還和她聊天，怎麼會這麼無常呢？和母親

大致解釋後，問：「要看同修嗎？」因有些人

不敢看。母親哀淒著神情說：「當然要看！」

她端詳了好久，喃喃自語說：「怎麼那麼好

看，比生前還好看，此後每次來都要看！」離

開時，還特地再看一次才離開。

我趁此機緣和她說念佛的好處，以前勸她念佛，母親總會辯解：我心好就

好，沒人見過佛，哪知真假。如今卻因同修往生，現出如此安詳的面容，母親也

深深受影響了。

一開始不敢要她念多，只說早晚十聲即可，心想彌陀定會調攝母親的。

現在，母親已能一天念三、四萬聲佛號了。

非常感恩彌陀的慈悲與同修的示現，讓我能盡子女大孝，使母親能信佛、靠

佛、念佛。

2020年2月16日

齊白石／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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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化解極重苦  
彌陀消業接往生

文／釋淨稱

2018年4月10日，末學受到祈請

前往關懷一位末期腎臟癌症患者，卓

國順先生。卓先生當時是沒有信仰

的，平常也只是民間信仰「拜拜」的

那種，一輩子沒有聽過佛法，當然也

不知道要念佛。2018年得知自己身患

癌症，卓先生心情很低落，甚至病痛

難受的時候，曾經還想過自殺，可以

說對人生徹底失去了希望。而老人家

在最痛苦無助的時候，遇到了慈悲的

阿彌陀佛無條件的救度。

我第一次去見卓先生的時候，

他不信有佛，也不願意念佛，還「挑

戰」我說：「真的有佛嗎？如果真的

有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真有本領救我

的話，就幫我讓我不痛苦，那我就相

信真的有佛！」當時我聽了就和他

「打賭」：「只要您肯念『南無阿彌

陀佛』，阿彌陀佛一定會加持！」

（其實當時我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敢

篤定地這麼說，反正只要他肯念佛，

我相信阿彌陀佛一定有辦法。）就這

樣，他就開始「試試看」念佛了。

但是剛開始的時候，卓先生沒什

麼念佛，有也只是聽聽佛號，是念幾

句又不念的那一種。身體一痛起來，

他就發脾氣要把佛號機關掉。女兒

很擔心爸爸這樣子念佛不知道有沒有

用，就擔心爸爸不能往生極樂世界。

雖然卓爸爸放棄了自己，但是慈悲的

阿彌陀佛始終沒有放棄過他。因為卓

先生雖然只是「這樣子」的念佛，竟

然身體的病痛大大減輕了，身心也很

明顯舒服了。所以自從這次的經歷，

令他對念佛的信心增長，而且在他這

段期間，阿彌陀佛還曾出現在他夢中

給他加持、給他安慰。

經過阿彌陀佛調攝，卓先生終於

相信有阿彌陀佛、有極樂世界：他願

意相信佛說往生極樂世界以後，可以

不老、不病、不死；往生到極樂世界

是得到永生，而不是一去就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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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後來就說到，「我去了極樂世

界以後，我還會再回來看我的親人朋

友。」所以他開始天天都很歡喜地念

佛，安心等待阿彌陀佛來迎接他回極

樂世界的家。

從卓先生念了佛，人就變得很

開朗。有幾次我去醫院看他，他還要

我勸其他病房的病人念佛。有一次，

他還把外籍的護士叫來，一字一句地

很用心地教他們念這句「南無阿彌陀

佛」。由於卓先生講話的聲量很大，

病房裡面所有的人都被他感染，醫護

人員也都跟著他念起佛號，大家都被

他逗得很開心。

卓先生是位末期癌症患者（腎

癌），一般患者都會受極大疼痛，

但是卓先生卻沒有。醫生及社工感到

更不可思議的是，他不需要靠吃藥

打針，身體卻還是一點都沒有感覺疼

痛。而且，原本卓先生的臀部已經爛

了一個大洞，現在還長出了新肉，傷

口也明顯縮小了，食慾也變好，能吃

也能睡，精神甚至比入院前更好。這

真的是佛力加持，不可思議！記得我

有一天去探望卓先生，發現他的肚子

和腳明顯的腫大。醫生說，懷疑癌細

胞已經擴撒到其他身體部位，所以造

成腫大。但是當時候卓先生很平靜地

和我敘述他的病情，完全感覺不到他

有害怕不安。他讓我看到一個念佛的

人，有阿彌陀佛的護念，一旦知道往

生淨土的殊勝，對死亡的恐懼和害怕

都會跟著煙消雲散。

卓先生臨終前三天又再一次夢見

了阿彌陀佛，還說阿彌陀佛要來接他

了。於是隔天我帶著幾位義工蓮友一

起去醫院探望他。當天是新加坡國慶

日，8月9日，是公共假期，所以很多

義工都來了。大家邊念佛邊陪卓先生

聊天，有說有笑的。卓先生當時還能

高岡秀造／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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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能說話，和平常一樣，根本看不出

是要過世的人。幾個小時後，卓先生

還催促我們時間已經晚了，可以先回

去休息，明天再來也行。

第二天，8月10日早上8點多，我

接到卓先生的女兒的來電，說卓先生

進入昏迷的狀況。我們隨後去醫院念

佛，不過卓先生只是像進入了熟睡。

隔天，8月11日早上8點多，卓先生

就在大家的佛號聲當中安詳地往生。

老先生往生之前完全沒有一點痛苦掙

扎。往生後，我帶著蓮友們繼續為他

助念。圓滿後，卓先生的臉色比起生

前更加好看、紅潤。卓先生生病期間

臉色蒼白，家屬甚至還擔心卓先生過

世後臉色會發青發黑（因為畢竟是癌

症過世）；但是助念後幾個小時，臉

色還轉為紅潤，這也是讓家屬感到安

慰的地方。

另外一件很特別的事情是，女兒

一直希望爸爸的後事可以用佛教儀式

來處理，但是卓先生一開始就堅持要

以道教儀式。但是往生前幾天，卓先

生卻改變了想法，還特別交代太太一

定要用佛教儀式，因為他說，現在夢

見了阿彌陀佛，既然是要跟著佛走，

那就用佛教儀式最好。所以這可以說

是佛力加持，遇到阿彌陀佛強緣，一

切都會變得圓滿。

這位卓先生，不懂得什麼佛法，

一開始還不相信有極樂世界、還只是

半信半疑地念佛，卻在短短幾個月就

出現奇蹟，最後無病無痛，念佛自在

往生淨土。像這樣一位長期臥病的老

人家，難道這是靠他的念佛功夫往生

淨土的嗎？很顯然不是。這是阿彌陀

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願力攝受。

如善導大師所說：「三念五念

佛來迎，直為彌陀弘誓重，致使凡

夫念即生。」只要稱念「南無阿彌陀

佛」，阿彌陀佛就會來護念我們：不

管我們怎麼念、念得好不好，阿彌陀

佛他是照樣回應的；不管會修行、不

會修行，念佛照樣得度。因為這是彌

陀慈悲深重的願力，凡是念佛一定能

夠得度，沒有任何條件的。這位卓國

順先生念佛自在往生的故事，就是一

個事實證明，能帶給我們極大的安心

和信心，證實經典和祖師講的都是如

實的真理。

願一切眾生都能念佛，接受彌陀

慈父無條件的救度。

南無阿彌陀佛！

新加坡淨土宗彌陀寺

201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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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勝的紫金佛光
口述／陳春宏　記錄／淨智居士

我家住臺灣屏東縣新園鄉，父親

陳秋冬居士今年（2019）八十三歲，

是一位退休的國小教師，已經中風六

年了。

母親很心疼中風的父親，坐在輪

椅上，大小事情都要靠別人處理，又

不能講話，覺得自己生命非常的沒有

尊嚴。算命先生曾說，他的壽命是到

八十五歲。如果真如算命先生所言，

還要再受苦兩年，實在是很不忍心。

因此，母親常常祈求阿彌陀佛儘快地

接引父親去極樂世界，別讓他在此受

苦了。

母親平常喜歡讀誦《地藏經》、

《藥師經》和《金剛經》，也念念佛

號，而各道場的活動如皈依、受戒等

等的法會活動，她也都偶爾去參加，

並且一一迴向給父親，總希望能幫他

消災增福。

母親掛心著年紀愈來愈老邁的父

親，擔心他將來能不能往生佛國。在

這憂慮無助的時候，想起了一位久未

聯絡的專修淨土的好友淨玉師姊。

淨玉居士接到母親的請求，立刻

去屏東善導寺邀請師父到舍下關懷

父親。

當天下午三點左右法師就來了，

法師在父親的病塌前軟言安慰他，並

且詳細地介紹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和

阿彌陀佛的本願無條件救度眾生的愛

心，又殷殷勸導父親，請他一定要放

下這老殘病苦的色身，下定決心往生

阿彌陀佛國，千萬不要再擔憂掛念兒

女們，因為，只有往生到極樂世界，

他才有能力護佑加持他們，如果不肯

往生阿彌陀佛國，就會隨業流轉永無

出期，自身都難保了，那有能力保護

家人呢？

經過法師的一番關懷開示，沒想

到當夜凌晨，父親就在睡夢中安詳往

生了。

父親這麼快就捨報去世，真是始

料未及，因為這幾天他食量蠻好的，

早上還喝了一大碗精力湯和一些食

物，感覺上身體狀況還算不錯，怎會

下午法師開示後，就在當夜凌晨就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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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了呢？真是大大出乎家人的意料之

外！

出殯那天，遺體要送往火葬場

時，善導寺的法師坐在靈車上帶領著

我們家人，不斷地稱念著「南無阿彌

陀佛」聖號。在佛號聲中，我看到了

從下往上，浮上來了黑壓壓密密麻麻

的一大片黑色透著亮光的人影眾生，

他們全部站在黑色的蓮花上，空中射

下三道紫金色佛光，只見所有的黑影

眾生和包括上車後在我腿上壓得我喘

不過氣的無形千斤重的能量，全部被

紫金色佛光化無收走，然後三道紫金

光芒才慢慢消失。

許多年以來，我曾經學習不同

的教派，渴望追求真理的心意不曾中

斷，雖然白天上班很辛苦，晚上卻還

經常載著母親到別的鄉鎮去聞法，

也曾經上過一堂課要付大量學費的課

程，也學過密教，再來才改成自己在

家裡讀誦《地藏經》、《金剛經》、

《華嚴經》等大乘經典。

直到這次在參與父親的這場佛

事中，我親眼目睹稱念「南無阿彌陀

佛」這六字名號時，從天空射下三道

紫金佛光同時度走不可勝數的眾生，

如此殊勝的景象，我有幸身歷其境，

整個過程真是太震憾，太不可思議，

太令人印象深刻了。

告別式後，過了百日，有一天我

在佛堂靜坐時，感應到父親用意念告

訴我，他已經往生佛國淨土，還說，

極樂世界真的是太好了。

現在我和母親都已專稱「南無阿

彌陀佛」名號，想到將來全家人會和

父親在極樂世界團圓，內心就感到無

比的幸福。

2019年12月

善導大師法語　
天弘法師／書法　天臺法師／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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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菩薩傳
文字／釋浄開　繪圖／巫麗雪

7. 這時候的龍樹英姿勃發，年少的他，眼中閃爍著飽學外道學問的光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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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一天，他們找到一個術師，也不正眼瞧他，心高氣傲地指使他傳授
祕方。

8. 但龍樹太聰明了，學問之樂已窮盡，便常常和他三個朋友閒居一起，歪頭
歪腦，敲指盤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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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他好不容易調好粉劑，青亮青亮的，和了水，小心地點在龍樹他們幾個人
的眼皮上。

10. 術師明知這幾個人名蓋天下，卻似乎不大情願傳授，遮遮掩掩地調著他的
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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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怎麼樣？這就是我的隱身秘術！」術師漾起得意的笑。

12. 才那麼一瞬間，這幾個高大的身形突然消失，只有凌亂的足跡在地面上
亂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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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你這藥，不就七十味嘛！幾分幾毫，我一聞清清楚楚！」虛空中的聲音是
龍樹，這讓術師的臉瞬間一黑。（待續）

14. 忽然，藥缽在術師的眼前漂浮起來，定住空中，有隻無形的手在抖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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啞女遇鬼
口述／陳勝福  記錄／羅吉甫

幾十年前，「明華園」（台灣著名的戲劇

團）曾到南部某家戲院表演。該戲院在日據時代

原來是刑場，後來才改建為戲院。明華園那一次

演出的是一向叫座的鬼故事，但奇怪的是，在當

地卻門可羅雀。箇中原因令人百思不解，只覺得

戲院裡陰森森的，不太對勁。

直到某一晚，戲院出了一件玄奇的事。

有名團員名叫天相，他的女兒阿呆，是個啞

巴。那天半夜，天相突然叫醒老團主，大喊說：

「阿呆會講話了。」

啞女會說話是件好事，可是看天相慌張驚恐

的神情，情況似乎有異。團主急忙趕到阿呆的帳

篷內一瞧，只見阿呆眼神呆滯，手指牆壁，直喊

道：「有鬼！有鬼！」

現場氣氛之詭異，令團主和其他聞聲而至的團員，身冒冷汗，牙齒打顫，

幸好他們也很機靈，立刻請出劇團的守護神田都元帥，以及大大小小的八卦、符

籙、所有的神咒佛號，不管有效無效，統統念出來。漸漸的，阿呆的神魂才鎮定

下來，並且躺下睡著。

第二天，睡了一覺的阿呆，對昨晚發生的事渾然不覺，且仍舊講不出話來。

幾十年後，已離開劇團的阿呆，突然出現在明華園的一個宴客會場，當時她

已是六、七十歲的老太太了，可是口中仍「哦哦」作聲，比手畫腳，無法言語。

認識她的團員無不感嘆，真是造化弄人，終其一生，阿呆唯一講過的話，居然就

是「有鬼！有鬼！」

1996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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詆毀神靈得惡報
文／林法玄

民國三十六年（1947）秋，我在粵東澄海縣主持警政，第二年轉任縣秘書，

與社會科長陳群英先生共事。陳君是本地人，畢業於上海暨南大學，當時和我在

同事中屬於年輕人，休息時交往較多，傾談話舊，交情很深。

一日，陳君為我講述他在上海暨南大學就讀時，與同學三人逛遊上海市城隍

廟，見善男信女至廟膜拜者絡繹不絕，因而說：「愚夫愚婦多崇拜木偶，遇事如

果來問我，或許得到答案。如果城隍確實有靈，能顯一顯靈讓我相信嗎？」說完

和同學們相顧哈哈大笑，然後離開廟到別處。

晚上回學校，即感身體不適，繼而發高燒。開始以為偶然在外感冒，就買了

些感冒藥吃，但病多日未見痊癒，且病況日漸惡化，中西醫藥均無效，輾轉病榻

兩月，後來骨瘦如柴。學校當局因他病情嚴重，急電其家屬派人到上海，護送回

家醫治。從上海到澄海縣，舟車勞頓，病況更加惡化，已經不能言語，進入昏迷

狀態，胸腹微動，奄奄一息。

三天後，慢慢復甦，見家人圍在自己病榻前，桌上並點燃香燭金銀冥紙，痛

哭流涕，對家人說：「不要悲傷，我不會死的！」並要水喝，然後喝稀粥。陳君

自言，當他昏迷不省時，被兩個一前一後的差人拘去，陳君跟在後面，當時在夜

間，城門已關閉，但他們竟然能穿越城門，內心深感奇異！沿著郊外東門小路前

行，兩旁荒草雜樹，像平日所見的一樣清晰。輾轉到達一座殿宇，有位身穿古裝

長袍、頭戴峨冠、坐堂審問的官員，向陳君喝斥道：「你太過狂妄，可惡之極，

竟敢侮辱上海城隍府尊！姑且念年少無知，從輕發落，體罰十八大板！」說完，

旁站兩人出列，一人將陳君按在地上，高聲呼數數；另一人執大板用力猛打，陳

君痛楚難耐。十八大板停後，把他推出，才得復甦。

陳君說完，仍心有餘悸！家人檢查他的臀部，青黑色的板痕還在，一個多月

後才慢慢消散，病也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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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件事，我小時在老家，曾聽

鄉里中有酒鬼林添梅，常酒醉進入三山

國王廟內，睡在殿前神案上，因為上面

涼爽清靜，睡時胸臂坦露，足朝神座。

某日午睡剛醒，睡眼朦朧間，見一身穿

古大將軍服的人，身體威猛，把林添梅

抓起拋出廟外一丈多遠，並厲聲說：

「對人尚且不該如此無禮，神靈豈任你

輕侮？下次再如此無禮，決不饒你！」

林負痛站起，竟然寒熱交加，抖慄不

已，被鄰居攙扶回家，臥病數日才能下

床，從此再不敢去廟睡覺了。

有人扶乩問神，遇何仙姑降壇，有

鄉人許升聶，為人尖酸刻薄，喜作惡他人為樂，見眾誠心頂禮何仙姑，心存作

惡，竟在手掌中暗寫「陰戶」二字，捏拳前進，問何仙姑知其掌心之字不？乩書

寫道：「天地原始分陰陽，萬物化生定乾坤。爾父爾母從此出，小子胎生經這

門。天仙大悲憫頑孽，罰戴癢珠四十年。」寫完何仙姑用乩筆擊打許的面額，開

始不覺得痛，但突長出浮肉泡，大如帽珠，每到陰天風雨轉變，肉泡就癢痛難

忍！就醫敷藥均無效，當時西醫手術在中國技術還不成熟，所以這個肉泡幾十年

也不消滅。我小時還見過此人，鄉人背後都說這是他的孽業。

神仙聰明正直，超然物表，與人無爭。凡夫俗子褻瀆神仙，狂妄者肆無忌

憚，神仙若不略示懲戒，則不能顯示其靈異存在。筆者每見世上得意忘形之小

人，目無父兄、心無長老，荒唐可惡，更有恩將仇報，以怨報德，攻訐誹謗，詆

毀誣陷，詬賢嫉能，無所不用其極，自甘造業作孽而不疲，曾幾何時，必嚐惡

果，未得善終，實不勝枚舉。

夫種豆得豆，種瓜得瓜，此千古不易之理！奸惡邪偽，偶或僥倖而得意，適

足使其下場之悲慘！橫行作惡，以自欺欺人為能事者，要亦無傷君子於毫釐，故

曰：「瑕不掩瑜，雲不蔽日；奸宄醜偽，終得惡報！」究不待神罰而後知過也。

（摘自《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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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慈善

懷孕母牛屠場赴死    
三步一跪淚眼求生

近日，大陸廣東汕頭市一頭懷孕

母牛，被飼主強行送往屠宰場，準備

赴死。但查覺到生命危險的母牛，每

走三步就跪下來，向屠夫乞求饒命，

讓他驚訝地錄下全程，並把影片上傳

至網路，母牛最後遇到好心人收養，

還做出超有靈性的舉動，讓網友相當

震撼。

根據《今日小新聞》報導，這起

事件發生於汕頭市潮陽區銅盂鎮的一

間屠場，懷孕的母牛不願就此死去，

在被拖拉的過程中，每走三步就向屠

夫下跪一次，展現強烈的求生意志，

不僅讓屠夫嘖嘖稱奇，更捨不得對牠

痛下殺手。

隨後，屠夫把這段影片上傳至網

路分享，讓許多網友感嘆，「萬物皆

有靈性」、「母愛的偉大真的不在於

是人是動物」、「其實在萬物中最自

私自利的就是人類，我們應該好好檢

討」。不過，也有網友質疑，通常懷

孕的母牛不會被宰殺，且腹裡的小牛

也是養殖戶的重要資產，懷疑是有心

人士想炒作事件。

據悉，目前這頭母牛被好心人籌

錢買下，並被送往揭陽市惠來縣金獅

寺收養照顧。令人驚訝的是，當母牛

被送到寺廟後，也對照料的司機做出

「每走三步一下跪」的動作，似乎在

向主人表達感激之情，讓許多網友紛

紛讚歎，動物純淨的靈性惹人淚崩。

（摘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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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宗
相關網站

淨土宗 LINE @ FaceBook

YouTube 英文網站
英文　

FaceBook

淨宗講堂
淨土宗

雲端法寶庫（MP3） 虛空念佛堂 淨土宗全球網站道場

● 郵局劃撥

戶 名：社團法人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 號：５０２３０５１１

● 銀行匯款

一、一般及ＡＴＭ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莊敬分行

銀行代號：０１２

戶 名：社團法人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 號：４６１１０２０２２４８０

註：匯款／轉帳成功後，敬請來電告知捐

款人資料，以便開立收據。

電話：02-87881955

二、國外匯款：

Bank Name：
TAIPEI FUBON COMMERCIAL BANK CO.，
LTD.
JUANGJING BRANCH

Bank Address：
NO.286， JUANGJING ROA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Tel：002-886-2-2722-6206

Fax：002-886-2-2720-6967

Swift Code：TPBKTWTP

Account（A/C）：４６１１０２０２２４８０

Name：Chinese Pure Land Buddhist Association

護 持 捐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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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弘法
資訊

慧淨法師　電視弘法訊息

一、佛衛電視慈悲台：
 每星期六、星期日，下午３點～４點

二、ＭＯＤ弘法平台：
 按「９５９」進入「宗教首頁」，選「台南市淨土宗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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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5-216 6618   

淨土宗彌陀寺
地址：台南市南區惠南街93號
電話：06-292 1918

台南市淨土宗學會
地址：台南市西門路一段471巷24號  
電話：06-222 0911

淨土宗高雄道場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安街94號  
電話：07-3980806

淨土宗永明寺
地址：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三段595號
電話：07-683 2931

淨土宗善導寺
地址：屏東市民勇路26號
電話：08-723 0038

香港地區：
中國（香港）淨土宗協會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機利士南路63號合義樓2

樓
電話：852-6900 3339 （佛嘉居士）

淨土宗慧蓮淨苑
地址：香港銅鑼灣天后廟道3號鴻安大廈2B
電話：852-29855575（妙渡法師）

淨土宗無量壽念佛會
地址：九龍深水埗北河街165-167號大利樓七

樓
電話：852-6128 9966（佛開法師）

淨土宗香港念佛會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區葵芳地鐵站A出口　
電話：852-61836342（佛航居士）　　　　

852-92618696（佛因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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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地區：
淨土宗澳門念佛會
地址：馬楂道博士大馬路431號南豐工業大廈

第一座4F
電話：853-2843 6346

澳門淨土宗學會
地址：澳門提督大馬路39號

祐適工業大廈10樓
電話：853-6633 2239 （佛名法師）

韓國
韓國法燈寺
地址：韓國京畿道安城市陽城面老谷里

197-1番地
電話：031-674 3453

馬來西亞
西馬

淨土宗 吉隆坡念佛會 （Kuala Lumpur）
地址：No. 57， Jalan 18， Desa Jaya， 52100 
Kepong，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Tel：6011-2772 2137
郵箱：amt.plb.kul@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kul

淨土宗 彌陀淨苑 （Alor Star）
No. 137，  Taman Pelangi，  Jalan Kuala 
Kedah， 06600 Alor Setar， Kedah， Malaysia.
Tel： 011-2769 8006 / 04-771 7828
郵箱：amt.plb.as@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as

淨土宗 新山弘願念佛會 （Johor Jaya）
No. 17 & 17A，Jalan Anggerik 42，Taman 
Johor Jaya， 81100 Johor Bahru，Johor， 
Malaysia.
Tel：07-364 6085
郵箱：amt.plb.jb@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jb

芙蓉 佛喚居士Tel：019-981 0185

東馬

古晉 佛安居士Tel：016-866 0200

古晉慈雲佛教正信會
Lot 7372，Jalan Sherip Masahor，93250 
Kuching，Sarawak， Malaysia.
Tel：082-257 634

沙巴 Mr. Eric Cheong
Block B， Lot S8-2， 1st Floor， Tropicana 
Villa Phase 2， Jalan Pintas Penampang， 88220 
Kota Kinabalu， Sabah.
Tel：012-393 5736

新加坡
淨土宗彌陀寺
No.27，Lor 27，Geylang，Singapore 388163
Tel：8818 4848
郵箱：amituofo.org@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namo.amituofo.
org18.singapore

美國
淨土宗 加州念佛會 

Janice Tsai 蔡居士
8462 Alameda Park Dr., Elk Grove, CA 95624
Tel：916-307-1880
Peggy
6030 Mazueal Drive
Oakland, CA 94611

舊金山 聯絡人

Lorraine C. Lee 佛音居士
Tel： 510-922-9683 請留言
email：lclee2009@yahoo.com

淨土宗 北卡念佛會

Li Yung Kuan 淨信
103 Barton  Lane , Chapel Hill, NC 27516
Tel：919-929-8899

淨土宗 費城念佛會

Jennifer Yang Farrall 佛福
6238 Chestnut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43
Tel：267-970-5360
email： dongfarrall@gmail.com

加拿大
Mr. Alan Kwan 關其禎
Unit 1300，4380 No.3 Road，Richmond， 
BC，
V6X 3L7， Canada. 加拿大 溫哥華
Tel： 604-273-3222
郵箱 ： namoamitabha.van@gmail.com

吳榮添
Tel： 778-288-1218

澳洲地區
澳洲雪梨中華淨土宗協會
Mrs. Lai fong Wong 佛壽居士
143 Tryon road Lindfield NSW 2070 Australia
Tel： 02-9416-9355

慧吉居士
7/47-49 Archer street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Tel： 61-2-9412-1548 / 0422-333-815
郵箱：amtsydne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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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淨土宗叢書
編號 書  名

1 淨土宗聖教集

2 淨土三經

3 《無量壽經》譯註

4 《易行品》講要

5 《往生論註》分段對照本

6 往生論註

7 安樂集

8 善導大師全集

9 法然上人全集

10 觀經四帖疏

11 淨土宗精要法語解

12 念佛金言錄

13 第十八願講話

14 第十八願淺釋

15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16 《阿彌陀經要解》略註

17 淨土宗判教史略要

18 淨土決疑

19 唐朝高僧善導大師

20 淨土宗三祖師傳

21 慧淨法師書信集

22 慧淨法師講演集（一）

23 慧淨法師講演集（二）

24 人生之目的

25 走近佛教

26 觸光柔軟

27 無條件的救度──觀經下品下生之深義

28 念佛感應錄（一）

29 念佛感應錄（二）

30 念佛感應錄（三）

31 決定往生集

32 回歸善導

33 淨宗略講

34 唯說念佛

35 念佛勝易

36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37 《阿彌陀經》譯註

38 善導大師語錄

39 印光大師法要

40 印光大師說故事

41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講記

42 淨土宗概論

43 《往生論註》核心講記

44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45 往生集

46 《念佛感應錄》（四）

47 《念佛感應錄》（五）

48 《念佛感應錄》（六）

49 《念佛感應錄》（七）（整理中）

50 淨土宗特色述義

51 第十八願善導釋

52 一半凡夫　一半佛

53 有禪無淨土　十人九蹉路

54 慧淨法師講演集（三）

55 念佛癒病（一）

56 《無量壽經》大意

57 聽見你的聲音（編輯中）

因果叢書
編號 書  名

1 見聞錄、現果隨錄

2 冥報記、冥報記輯書

3 地獄見聞錄、幽冥問答錄

4 六道輪迴錄

5 輪迴集

6 物猶如此

7 坐花誌果

8 美德故事

9 人生故事

10 歷史故事

11 因果故事

12 佛教故事

隨身書系列
編號 書  名

1 念佛放光

2 念佛度亡

3 真正的大孝

4 人生之目的

5 彌陀的呼喚

6 淨土宗之特色

7 善導大師語錄

8 佛教的無常觀

9 略談三皈依

10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11 瀕死體驗

1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13 淨土宗經論釋要文

14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15 淨土宗略要文

16 善導大師略傳

17 《觀經四帖疏》綱要

18 念佛必定往生

19 念佛一門深入

20 湖北老河口遇仙記

21 敬田．恩田──十四則故事

22 純粹的淨土法門



23 怎樣讀《善導大師全集》

24 念佛實用問答

25 動物往生佛國記

26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27 念佛人應有的基本觀念與心態

28 淨土宗教章

29 淨土宗根本義

30 念佛成佛是佛教

31 臨終須知與助念開示

3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33 素素寶寶  頭好壯壯

34 念佛超薦儀軌

35 慈悲的救度

36 淨土宗的戒律觀

37 臺灣奇案

38 預知時至佛聖來迎

39 佛說無量壽經

40 佛在何處

41 彌陀十二光佛略解

42 小怪李群仙

43 《易行品》概說

44 淨土宗宗旨法語

45 略談佛教意義與淨土殊勝

46 葫蘆娃往生記

47 彌陀願心的根源──無量壽經「讚佛偈」

48 念佛癒病

49 淨土宗「四不」

50 小孩遊極樂──淨土見證

51 彌陀住頂　身放光明

52 善導大師〈讚佛偈〉之深廣內涵

英文版隨身書
編號 書  名

B1 純粹的淨土法門

B2 念佛成佛是佛教

B3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B4 善導大師略傳

B5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B6 念佛感應錄

B7 盲眼老人  預知時至

B8 中國佛教：過去、現在和未來

B9 彌陀十二光佛略解

B10 念佛人的第一堂課──深信因果

B11 念佛超薦儀軌

英文版叢書
編號 書  名

A1 走近佛教

A2 佛教問答

韓文版叢書
編號 書  名

1 純粹的淨土法門

2 回歸故鄉

3 淨土宗概論

4 念佛感應錄

5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6 十八願講記

7 動物往生佛國記

越文版叢書
編號 書  名

1 本願念佛

2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3 第十八願講話

4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5 慧淨法師講解的念佛法門

6 一百則念佛感應事例

7 淨土宗教學備覽

8 念佛勝易

9 善終手冊

10 走近佛教

11 淨土宗概論

淨土漫畫系列 （ 中英對照版 ）

編號 書  名
1 阿彌陀魚的故事

2 彌陀恩賜佛寶寶

光碟目錄
編號 名  稱 語言 備註

1 台語演講系列（一～五輯）
（慧淨法師）

台 CD

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台 CD

3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慧淨法師）

台 DVD

4 佛一開示（一～十八集）
（慧淨法師）

台 DVD

5 下品下生之深義
（慧淨法師）

國 DVD

6 淨土宗宗風學習
（慧淨法師）

國 DVD

7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淨宗法師）

國 DVD

8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淨宗法師）

國 DVD

9 淨土宗大意（淨宗法師） 國 DVD
10 淨土宗概論（淨宗法師） 國 DVD
11 佛號（慧淨法師） 國 CD
12 與佛同在 國 CD

● 上列叢書，免費結緣，歡迎索取，不需回郵。



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中華淨土宗協會
11059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50 巷 22 弄 41 號
電話：02-27580689　E-mail：amt@plb.tw

光明遍照十方世界，

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佛說觀無量壽經》 ─


